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
www.hz66.com

A082022年7月2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张慧莲 版式设计：张佳悦

产业发展对行业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人
才结构、知识体系和创新能力都面临重大变
革。建议：一是集聚资源搭建平台，建立支持
创业人才引进的协调机构，降低创业企业的经
营成本、人力成本和融资成本；二是不断拓展
人才政策空间，持续优化创业创新环境，确保
人才引得进、留得住；三是出台专门的产业链
引才政策，梳理缺链技术、紧缺专业人才目
录，精准搭平台、出政策，为产业强链稳链源
源不断输送“创新动力”。

九届市政协召开第2次双月协商座谈会

围绕“创新工作打法 打造人才强市”建言资政

编者按

7月22日，经过前期两个多月的
调研筹备，九届市政协围绕“创新工
作打法 打造人才强市”主题，召开
第2次双月协商座谈会。会上，来自
民革、农工党、九三学社、妇联、工
商联、科协、侨联、文艺、科技、经
济、农业、教育、体育、医卫、社会
福利与社会保障、特邀等16个界别的
36名政协委员，从加快人才引育、建
设创业平台、培养技能人才、创新人
才机制、壮大人才基金、优化人才生
态等方面，为我市深入实施人才强
市、创新强市首位战略积极建言资
政。现将发言摘编如下：

引才助创业 聚才推产业

经济界别 童志远

建设科创学院 打造科创高地

科技界别 许 超

科创学院是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新动
能，是打造湖州低成本创业之城的必要内核。
建议：一是在规划建设西塞科学谷时设立科创
学院，并由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负责运营；二
是率先开辟市域级“试验场”，打造响亮特色
名片，使湖州成为创业者的“梦工厂”；三是
设立科创母基金对接科创头部基金，引入国内
头部科创投资机构，吸引浙大系科创基金，联
合本地民间投资人，组建湖州系科创投资联
盟，共同为湖州经济发展贡献各自的力量。

加强引才育才力度 全方位落实人才强市首位战略

工商联界别 章 青

我市与周边城市相比在引才和育才方面仍
存在不足。建议：一是充分激发用人企业主体
作用，推动企业精准引才、持续引才；二是增
设专门引进经营管理型人才的项目，着重引进
海外具有国际视野的经营管理型人才；三是积
极推动人才资质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不断
拓宽引才渠道；四是在相关院校设置新的专业
或者开办短期培训班，为企业培养专业技术人
才；五是建立完善的人才培育制度，积极推动
专业技术人才培育工作。

加强研究院平台建设 创新人才工作打法

侨联界别 车 磊

研究院平台是集聚智引才、技术攻关、成果
转化、产业升级等功能于一身的新型研发载体，
在提升地方科研创新能力、推动地方产业发展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议：一是围绕产业、行
业、专业的“三业”逻辑来谋划我市的研究院平
台布局和建设；二是站在技术成果转化、企业发
展和产业转型的全生命周期角度来营造创新创业
生态；三是探索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
目的，以企业为主体，国资平台共同参与的开
放、共享、共生型研究院平台新模式。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助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

科技界别 邱小永

随着新形势的发展，我市招才、引才的难
度不断加大。建议：一是探索推行大数据引才
模式，精准引进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商业模式、具有较强业内影响力的产业高端人
才；二是重视本土人才培养，外引内留，双管
齐下，建设更加有力的人才队伍；三是充分发
挥企业引才、用才、留才方面的主体作用，加
快产业人才集聚；四是加大柔性引才支持力
度，畅通对外交流渠道，为企业的技术发展、
工艺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栽得梧桐引凤栖 乐业安居助赶超

经济界别 沈小强

人才房建设对构筑立体化人才安居保障体
系，满足青年人才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建设更
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高地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建议：一是加强项目的前期谋划，使
人才安居项目选址更加科学、合理，整体布局
得到进一步优化；二是将人才房建设和供给作
为今后引才、留才的重要工作，拓宽供给渠
道，加大筹措力度；三是综合运用政策措施，
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专项资金补贴等，促进
人才公寓运营收支平衡。

加强卫生人才引育力度 提升“幸福新湖州”卫健保障能力

农业界别 周 燕

卫生人才是人民群众的健康卫士，是实现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设“幸福新湖州”的重
要保障。建议：一是持续加大卫生人才引育力
度，加大省内外医学类院校尤其是“双一流”
高校的招引力度，同时持续提升本土人才业务
能力和业务水平；二是财政、人社、科技、卫
健等多部门联动，集聚全市优势医学资源，加
快构筑高能级人才平台；三是在基层人员编
制、经费补助等方面予以激励保障，进一步提
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

引得进 留得住 育得好 提升研究院聚才效应

科技界别 林先其

研究院在我市人才引进工作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成为高层次人才“聚集地”和科技创新

“策源地”。建议：一是不断提升研究院创新能
级，引导支持其创建高能级、标杆性平台，以
高能级研究院吸引高层次人才来湖；二是着力
构建研究院良好生态，以生态集聚产业，以产
业集聚平台，以平台牵引人才留湖；三是采取

“企业牵头、校企联动”模式，鼓励企业联合
高校资源、社会资本等开展人才培养。

健全体系 加大供给 推动技能人才培养提质增效

科技界别 沈 燕

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对于经济高质量赶
超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一是进一步激
发企业在技能人才评价方面的主体作用，积极
推动企业实施技能人才自主认定；二是进一步
加强技工教育平台培育建设，构建各部门联动
发力的多元培训载体；三是加强技能人才的引
进培养和政策奖励力度，提升技能人才社会地
位；四是成立技能人才协会，积极组织各类行
业技能比武大赛，为人才搭建技术创新、技艺
展示、技能成才的平台。

多管齐下 提高湖州籍毕业生回湖留湖率

教育界别 全 刚

现阶段我市在广泛吸纳各领域湖州籍在外
优秀青年，积极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引导优秀
青年回湖就业创业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建议：一是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责任分工，组织
各生源学校、相关单位，对湖州籍大学生人才
信息进行集中采集，建立湖州籍大学生人才数
据库；二是对录取优质高校相关专业的湖州籍
高中毕业生进行梳理，建立跟踪培养机制，实
施跟踪培养计划；三是多途径开展特色招引活
动，全方位打通各层次人才的引进链。

微议政
在金象企业内挑选基

础好、条件成熟的企业向
省里争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综合改革试点”，授权
给企业人才认定与职称评
价等方面的自主权。
——工商联界别 蔡兴强

招引优质科技金融、
风投创投机构，择优投资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
目，通过人才基金推动项
目落地，以项目落地推动
人才落地。

——经济界别 张帷豪

按人才、政策和效益
分类构建基金体系。人才
类项目发挥引进高层次人
才的作用，政策类项目发
挥产业引导作用，效益类
项目注重投资收益。

——经济界别 林 明

高新技术企业可依托
校企合作项目、国家重大
科研项目或者企业自有项
目，招引人才参与项目管
理，提升人才技术水平，
健全人才引入机制。

——民革界别 蔡永美

为高品质的人才廉租
集群和人才公寓集群优化
各项配套设施，搭建多场
景的社区服务生态，多维
度满足人才需求，为人才
免除后顾之忧。

——医卫界别 孔丹珺

建立集人才储备、培
训、交流为一体的数字经
济人才流动站，为数字化
转型中的企业搭建平台，
为数字化人才匹配合适岗
位，加速人才流动。

——体育界别 周云龙

开展创业项目征集，
成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形
成引导激励大学生创业的
税费减免、贷款担保、财
政补贴、创业培训多位一
体的政策体系。

——特邀界别 潘水琴

建议统筹建立我市高
层次卫生人才孵化中心，
整合人才储备，凝练学科
发展方向，制定符合湖州
特色的学科布局，促进人
才合理、有效流动。

——医卫界别 吴飞娜

将平台建设与人才发展
通盘谋划，推动管理人才与
平台载体的强融合、强互
动，凸显人才链、创新链、
产业链的叠加优势。

——农工党界别 梅 红

着眼于人才创新创业中
的热点难点问题，扩大“南
太湖人才学院”等平台的辐
射面和影响力，为在湖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全面赋能。

——教育界别 朱凯丰

对招商引资的大好企
业，要加大扶持力度，在
转型升级、项目奖励、金
融贴息、企业荣誉升级等
方面给予更多针对性、精
准性的政策。

——教育界别 吴 俊

不同的医院紧缺型人
才和实用骨干人才的需求
不同，可以建立人才引进
特事特办申请通道，医院
发展需要的人才可以通过
特殊通道申请。

——医卫界别 嵇 冰

加强企业需求排摸，
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难点，同
时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
的对接，实现人才资源和
企业需求精准匹配。

——科协界别 沈维勇

建设青年人才街区，
推动青年成长和城市发展
相融相促，通过“塑形”

“铸魂”建设青年活力场
景、鼓励青年扎根立业、
引领青年先锋价值。

——文艺界别 胡迪权

通过设置合理、评价
科学、管理规范、运转协
调、服务全面的职称制
度，搭建人才直通晋升机
制，让更多青年员工成长
成才渠道更加畅通。

——经济界别 郑鹏飞

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高
职院校与企业间的中枢作
用，促进学生职场角色的顺
利转换，实现高职院校高质
量就业，同时解决行业企业
的实际需求。
——九三学社界别 陈 雅

建议依托湖州学院成
立“湖州市社会组织与社
会工作学院”，打造适应社
会需求的专业，深挖能力
建设培训的需求，打响专
业品牌。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界别 臧培峰

加大数字经济“专精
特新”企业的培育力度，
营造“虚实结合”的数字
经济产业发展新生态，促
进数字经济科技、人才、
资本、产业深度融合。

——妇联界别 张真玉

鼓励优秀企业成立技能
培训工作室，通过实训、考
核、竞赛“三位一体”模
式，不断健全完善职业技能
培训体系，做到培养一批、
成熟一批。

——科协界别 郭良勇

通 过 建 立 企 业 认 定
站、与评定机构合作等方
式，支持具备技能认定能
力的企业直接认定和发
证，提升企业在职业技能
评定上的权威性。

——科协界别 娄可柏

通过提供创业空间、开
展直播培训、融合多方资源、
扶植优秀项目等形式，打造我
市新型大学生创业平台。

——经济界别 费震夏

锁定“青年人才”和
“ 文 化 休 闲 ” 两 个 关 键
词，打造青年人才文化休
闲街区。

——文艺界别 杭鑫

建议将师范生提前批招
考工作的首站放在湖州师范
学院，加强就业指导老师配
备和校企联动，吸引优秀大
学生留湖就业创业。
——农工党界别 周洪昌

鼓励技师学院与企业
实行联合培养，结合湖州
重点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开设具有湖州本土特
色的专业。

——工商联界别谈聪

建议由政府或行业协
会牵头组织湖州企业参
与知名高校招聘，解决
湖州本地企业人才引进
难的问题。

——经济界别 吴云飞

建立健康档案，细化
医疗保健项目，开展多种
形式的健康服务活动，提
升对高层次人才的医疗服
务保障能力。

——科技界别 李会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