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组织工作呈现出了诸多
特色和亮点，主要包括4大方面17项特色亮点工
作。其中，在推进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上
海组织工作重点是围绕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出台人
才“20条”、“30条”。如今，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一
些长期制约人才发展的问题得到了突破。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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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海改革发展实际
大力加强党性教育

上海注重构建与上海改革开放
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相适
应，体现中共诞生地特点的党性教育
体系，使党性教育入情入理、入脑入
心，并发挥党校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目前，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已占到党
校总课时70%以上。

如今，在市委党校，精心打造了
全国首个改革开放专题党性教育实
训室，拓展“一大”会址、多伦路“红色
记忆”等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建
设，提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室外现场
教学基地教学质量，不断增强党性教
育的说服力、感染力和持久力，通过
实地参观和专家点评，在历史的比较
和现实的感悟中增强党性、提高本
领。

与此同时，以“问题牵引法”创新
开展马列经典理论学习，通过精心设
计的问题牵引经典文本的精读，在回
应问题中发掘经典文本的当代价值。

其间，为适应新时期干部教育培
训的要求，市委作出“优化本市党校
体制，推进大口党校资源整合”的决
定，从而形成了1所市委党校总校、5
所市委党校分校、16所地区党校这
般全市党校教育培训新格局。

做好规范本市领导干部亲属
经商办企业行为工作

在坚持从严治吏，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方面上，针对社会关注、群众反
映强烈的少数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
企业问题，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会议审议通过，本市出台《关于
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
行）》。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15年5月
至10月，集中规范了全市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依法受权行使行政权力事
业单位的市管领导干部亲属和国有
企业的市管领导人员亲属经商办企
业行为。规范过程中，把握“重要干
部重点管理”，牢牢抓住“关键少数”；
建立组织部门与纪检监察、工商、金
融等职能部门共同会商甄别的平台
和机制；坚持“一人一档、过程留痕”，
以全流程记实确保规范工作可追溯、
可复查。同时，坚持常态化监管，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上海还实施了市管企业领导人
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市属高校领导
班子任期制管理等。2014年以来，
本市分批推进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签
约工作，目前已实现市管企业全覆
盖。任期届满后，严格考核、兑现激
励、重新聘任，考核结果作为企业领
导班子换届调整和领导人员任免、薪
酬、奖惩的重要依据。

高校领导人员亦“能上能下”、
“能进能出”，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激
发干部队伍活力。对高校领导干部
任期目标完成情况和现实表现情况
等，实施动态跟踪管理并加强考核。
加强宣传引导工作，维护任期制的严
肃性，推动了学校党委、行政领导班
子换届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间，上海还十分注重加快培养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并总结提炼了基
层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好做法
好经验，深化注重在实践中选人用人
的导向，探索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
制。在推进公务员分类改革、老干部
工作上也迈上新台阶。

坚持以城市基层党建
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党建方面，上海持续抓市委
“1+6”文件落实，坚持以城市基层党
建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2016
年，中组部印发《从创新社会治理看
城市基层党建——上海市委加强城

市基层党建工作调研报告》，总结推
广上海加强城市基层党建的经验做
法。主要做法是：完善街道“1+2”党
建体制，街道党工委主责主业进一步
强化；深化区域化党建，共建互补机
制进一步形成；拓展党建工作空间，
党组织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建强社
区骨干队伍，基层组织活力进一步激
发。

另外，以健全联系服务群众机制
为核心，不断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切实加强国企党建工作、深化
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加强党代
表工作室建设、加强党建服务中心建
设等方面也有所突破。据统计，共有
6600余人次市党代表通过各种方式
接待联系党员群众81000余人次，协
助各级党组织解决9700余件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问题。

目前，上海建有1个市级中心、
16个区级中心、218个街镇中心，1
万多个居村党建服务站点，基本形成
了市-区-街镇-居村四级党建服务
网络体系。

一些长期制约人才发展的
问题得到突破

围绕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申城探
索推进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坚
持党管人才原则下，发挥组织部门牵
头抓总作用，制定“十三五”人才发
展规划，初步形成以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人才政策为核
心的改革蓝图和政策体系，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从单点突破的1.0时
代进入全面推进的3.0时代。

2015年6月，市委、市政府发布
实施人才“20条”，终结了人才政策分
散在各个部门的1.0时代，开启2.0
时代。2016年9月，市委、市政府发
布实施人才“30条”，在2.0版的基础
上再升级、再创新，开启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的3.0时代。

记者了解到，自科创中心建设
各项人才政策实施以来，一些长期
制约人才发展的问题得到突破，政
策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在吸引海外
人才方面，上海先行先试了降低永
久居留证申办条件、放宽外籍人才
就业年龄、简化入境和居留手续等
12项政策。在吸纳国内人才方面，
实施了 12 项国内科创人才引进新
政，以市场化方法统筹体制内外人
才引进标准，实现人才工作方法的
优化升级。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方面，出台“3+4”政策举措，打通
成果转化链条。

另外，在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
创新创业方面，已初步实现“3、4、5”
的工作目标——即众创空间数量是
人才“20条”出台前的3倍；创新创业
大赛参赛人数、孵化器在孵企业比
2014年增加了4000多个；众创空间
创新创业人才增加了50000多人。

上海围绕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探索推进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

本市拓展“一大”会址等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建设。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