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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信息

△望江县以乡情为纽带推动人才回归。为进一步汇聚各方力

量，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望江县实施“‘望江人·桑

梓情’共识共为促振兴”工程,切实推动人才回归。健全工作机

制。建立多领域、广覆盖、动态更新的信息征集机制，定期推送

发展动态、主动走访在外人士的经常联系机制，异地商会（经济

文化促进会）望江分会的组建机制，线上平台项目推介机制，特

邀经济顾问的建言献策机制以及“在外人士都是招商员、商会（经

济文化促进会）都是驻外招商队”的招商联络机制等 6 项机制，

确保工作高效推进。强化服务保障。成立桑梓情工程领导小组，

明确将桑梓情工程优先编入县级 2022 年度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优

化县域服务环境，对返乡、回乡人员在子女入学、技能培训、老

人赡养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在网站平台开设“望江人·桑梓情”

专栏，发动各类宣传媒体广泛推介望江、宣传望江，吸引有识之

士返乡回乡。制定招引计划。编印 4000 余名在外人才代表信息

名录，加强对望江籍代表人士的沟通联系。先后赴上海、青岛等

4 地开展年会，筹备成立郑州地区乡贤望江商会、召开新春发展

恳谈会等，推动人才“情感回归、技术回归、项目回归、智力回

归、资源回归”。（望江县委组织部）

△宿松县多举措激活人才工作“一池春水”。强化乡情纽带。

印发征集宿松籍在外杰出校友、在外优秀人才信息的通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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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宿松县在外优秀人士回乡创业的一封信》5000 余封，全面

统计分析县域乡村振兴人才，建立乡村振兴人才信息库，对在外

600 余名、县内 2500 余名各类优秀人才实行动态管理、跟踪培养、

全程服务。大力实施“归雁”工程，积极引导鼓励 800 余名本土

优秀企业家、农村实用人才、高校毕业生等回乡创业。注重人岗

相适。按照“人岗相适、人事相宜”原则，实行用人单位和引进

人才“双向选岗”和“试用期”制度，累计为 37 名引进人才调整

工作岗位。建立从重点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等对接

选拔高层次人才挂职机制，累计有 120 余名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

人才到机关事业单位挂职，其中 56 名选择继续留任，现已逐步成

长为相关领域带头人，得到组织认可和重用。深耕成才沃土。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发展短板，建成乡土人才培训基地 3 个，农业

示范基地 13 个，举办各类专题培训班 28 期，培训农村实用人才、

新型职业农民 4800 余人。精心抽调农业、教育、卫生等各领域专

业人才 48 名成立“专家下基层服务队”，先后下基层举办各类讲

座 78 场，解决乡村振兴一线各类问题 280 余件。积极推进校地共

建合作，近年来，与安徽农业大学、安庆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采

取“订单式培养”“委培式培养”方式，累计培养农村专业技术

人员 558 名。打造人才洼地。印发《宿松县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政

策导则》，对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人才平台给予额

外物质奖励和科研经费补助。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专业人才

的支持力度，为 18 名对县域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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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松县突出贡献人才”证书并及时兑现相关奖励政策。建立组

织部长“月谈心”制度和人才工作“圆桌会议”制度，及时了解

人才思想动态和“急难愁盼”，跟进做好思想疏导和帮难解困工

作。今年以来，县委组织部累计为各类人才解决配偶安置、子女

就学等实际问题 182 个，有效营造了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

（宿松县委组织部）

△宜秀区打好“三张牌”切实抓好人才队伍建设。打好“合

作牌”。与江南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共建 1.2 万平方米的江大科

技园（宜秀）科技企业孵化园，充分融合江南大学的科技人才优

势和本地产业特色优势，搭建人才平台，打造集“大健康产业研

发、企业孵化、公共服务平台、科技金融服务、产业供应链”为

一体的大健康产业链，加速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组织江南大学

专家教授来区举办科技成果发布会，发布成果 20 项，嘉欣医疗、

五宁化工、天润医用 3 家企业现场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构建政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打好“转型牌”。突出创新主

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强化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龙头企业、行业标

杆对产业的带动作用，着力培育一批技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

成长潜力大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及创新型企业群体，不断提升

企业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能力。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以长三角地

区为招商重点区域，安排 2 个县干招商组、4 个产业招商组，今

年以来，共摸排项目线索 47 条，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1 个，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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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62.23 亿元，其中 5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6 个工业、服务业项

目已开工，1 个项目已投产。打好“服务牌”。健全企业人才就

业、社保、住房等全流程服务机制，打造“一站式”人才服务平

台，指导帮助企业积极申报科技人才团队、省“特支计划”等项

目。推进与高校院所人才交流合作，建立健全评分考核制，通过

举办高端论坛及创新创业大赛等系列活动，打造本区域一到两个

具有行业影响力的活动品牌，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吸引更多优质

人才。（宜秀区委组织部）

市外参考

△山东高密：实施技能人才“固本强基”工程。近年来，山

东省高密市围绕弘扬树立“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加快实施

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三位一体”固本强基工程，让一线

技能人才有奔头、有盼头、有干头，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注重链式培养，练就技能

人才真本领。聚焦技能教学链，发挥职业院校源头培养作用，将

高技能人才培育纳入职业院校党组织年度目标和党组织书记述职

评议重要内容，引导潍坊技师学院高密分院、高密中专等 3 所院

校适应产业转型发展需求，打造人才成长“摇篮”，先后向社会

输送毕业生 5000 多人，就业率达 98%。聚焦技艺传承链，发挥技

师工作室深度培养作用，指导孚日集团、豪迈集团等重点企业建

立 4 处技师工作室，1 名技师带至少 10 名学徒开展工艺攻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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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研习、绝招传授等培训活动，其中豪迈国家大师工作室设立新

型学徒制试点班，先后带出徒弟 2000 多人。聚焦技术突破链，发

挥优质项目靶向培养作用，开展“做新时代的蓝领”活动，探索

构建“工学一体、企校双师、岗能相适”培训模式，借助“金蓝

领”“新技师”等培训项目资源，引导 60 家企业与学校开展产学

合作，去年以来培训技师 150 人，培训企业职工 1200 多人，极大

提升了技能人才独立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能力。注重综合评价，

提高技能人才含金量。构建基于企业生产现场和岗位要求、突出

工作业绩的技能人才鉴定模式，将各类职业院校毕业生、社会职

业培训机构学员全部纳入职业技能鉴定范围，对解决问题能力、

工作效率和质量等实习情况进行动态评价，实现毕业证、职业资

格证“双证”就业，增强了技能人才含金量。在全市连续举办 11

届职业技能竞赛，按照通用、特有两大类，对机械、计算机、纺

织印染、化学纤维等 11 小类 54 个工种逐一设立项目，搭建“培

养、练兵、比武、晋级”链条，先后有 30 万名职工、学生参加竞

赛，其中获得“高密市技术能手”称号 835 人。深入实施“凤城

英才计划”，从全市 1.9 万名高技能人才中选拔培育高技能领军

人才，先后有 1 人获得中华技能大奖，8 人获得全国技术能手，

15 人获得山东省技术能手，14 人获得齐鲁首席技师，有效激发本

土技能人才活力。注重激励保障，增强技能人才获得感。完善制

度，制定出台《高密市技能人才评选奖励办法》《高密市首席技

师评选奖励办法》等文件，指导全市 11 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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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技能人才成长激励办法，激发技术工人工作干劲，走“初级

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逐级晋升的路子。提高

待遇，定期组织首席技师、技术能手、突出贡献技师等各类高技

能人才进行健康查体，对管理期内的高密市首席技师每人每月给

予 400 元津贴，结合企业高技能人才评价试点，对初三级、初二

级、初一级技师每月分别给予 400 元、300 元、200 元津贴。营造

“尊匠”氛围，借助校园文化节、企业文化年会、街市文化展览

等活动，开展高技能人才表彰、高技能人才成果展示、技能领军

人才事迹宣传，定期举办“两新”组织“红色工匠”评选，激励

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之路，切实增强高技能人才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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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委组织部，本部领导。

送：各县（市、区）委书记、组织部长，市委各部委负责同志。

发：电子版发县（市、区）委组织部、安庆先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