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29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吴炜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上海教卫系统

[浦东新区]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围绕加快建设战略
人才力量，强化人才资源全球配
置能力，发展184家创新型孵化
载体，浦东正努力构建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浦东通过全过程的创新孵化
体系、全链条的科技公共服务体
系、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为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
台。用高能级的平台集聚人才，
吸引全球战略科技人才到浦东开
展深度合作。

据悉，除了用“直通车机制”
为人才提升创业、就业、居留、薪
酬等便利度外，浦东还努力打造
高能级专业化的人才发展平台。

浦东将推进人才离岸创新创
业基地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功能建
设，除了发展184家创新型孵化
载体外，还将搭建48家院士专家
工作站、108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及分站。用专业化的服务赋
能人才，依托大科学设施集群，以
及覆盖全创新链的科技公共服务

平台体系，为人才实施科研项目
提供最前沿、最顶尖的技术支撑。

此外，浦东还将依托长三角
资本市场服务基地，辅导支持人
才创业企业登陆科创板；设立中
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大
幅缩短专利授权周期；依托行业
龙头企业及细分领域领军企业发
起建立 20 家大企业开放创新中
心，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空间、技
术、投资等方面的系统性支持。

围绕海内外人才在浦东长期
工作生活的多样化需求，浦东着
力加强行政审批、社区建设、生活
配套等各类服务资源的统筹配
置、精准供给。用国际人才港构
筑服务枢纽。系统集成80项人才
业务，推出人才审批服务“单一窗
口”和“一网通办”平台，服务人才
超过27万人（证）次。

下一步，浦东新区将按照上
海市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推
进人才领域更高水平改革开放，
积极打造国际人才发展引领区，
为上海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做出
更大贡献。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作为国家和上海多
重战略的叠加汇集之地，徐汇区
持续提升人才综合服务能级，全
面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各类
人才来徐汇创新创业，通过系统
信息化、受理平台化、数据网络
化，简化办理手续，优化行政流
程，提高工作效率，增强用人单位
和人才的感受度和获得感。

徐汇区作为“互联网+政务服
务”示范区，早在2017年就通过
网上政务大厅对外发布439个审
批事项，建立网上预审机制，依托
一网通办平台，提供多渠道、全业
务、全过程的便捷服务，打造“淘
宝式”的网上政务大厅。

徐汇区作为大院大所大校大
企集聚之地，各类人才汇聚，创新
要素富集，有121家国家级、市级
科研机构，18家高等院校，高新
技术企业近800家，生命健康相

关企业2750余家，人工智能相关
企业560余家，总注册企业4万余
家。各类单位之多，办理业务之
巨，让每个业务办理时长成为了
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事关企业
运转效率，也事关每个人才的切
身感受。

今年人才租房补贴系统上线
以来，以往需要员工手写申请表、现
场提交材料、出现问题反复修改、耗
时最少一周的困境成为了历史。

徐汇区从企业实际感受出
发，实现前中后端一体化流程重
塑。不仅实现前端申请平台的时
长大大缩短，还通过办理责任制、
环节分包制、流程图表制等各类举
措，让原本复杂繁琐的工序加以简
化、明晰各部门办理责任，合理倒
逼各环节办理时限。通过此类办
法，仅特殊人才落户一项，每年办
理量就从数十人猛增至近千人，平
均每人办理业务时长从一年缩短
至3个月，效率呈“指数型”提升。

政策高效联动、保障 服务充分、资源配套齐全

上海打造海聚英才“强磁场”让青年才俊因上海而更出彩

市教卫工作党委介绍，将继
续充分挖掘系统资源，为全市提
供引才识别和人才保障服务，并
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应届高校
毕业生落户政策，吸引留住更多
优秀青年人才。

数据显示，2015-2020年，本
市应届毕业生落户人数增长
49.48%。其间，提供人才就医子
女就学便利服务，引导支持三级
医院为海外人才提供便捷高质量
医疗服务。有计划地扩大国际学
校规模，增加公办学校国际部学
位，安排符合条件的海外高层次
人才子女就便到各学段就读。

上海交通大学表示，始终坚
持党管人才，持续推进人才强校，
以吐哺握发、求贤若渴的精神，大
力引育各类优秀人才，积极打造
近悦远来的制度体系和生态环
境，助力国家和上海加快建设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当下，学校党委致力于让优
秀人才成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重要力量，通过强化引导，
聚力解决“卡脖子”问题，在前沿
技术突破和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
题等方面，引导和支持科研工作

者“十年磨一剑”。
在上海市大力支持下，以承

担国家发改委科技成果转化改
革试点任务为契机，在环交大和
华师大的“大零号湾”区域，如
今已建成包括医疗机器人、人工
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
超 50 万平方米科创载体，已形
成集聚效应，近500家教师及校
友创办的高技术创新企业入驻
园区。

多维度的人才发展通道上，
“田赛”与“径赛”分开比，从而让
每个人都能在合适的赛道上实现
自身价值。目前，上海交大已设
立17个专业技术系列，全面覆盖
师资、研究、思政、管理和支撑队
伍。同时，畅通发展渠道，大力支
持青年人才成长，打造“新进青年
人才”“骨干潜力人才”“重点发展
人才”“学科领军人才”的人才培
育“金字塔”，优化人才成长路径。

而在深化多元评价方面，更
加突出质量和贡献导向，探索代
表性成果评价机制，建立首席研
究员评聘制度。持续14年、一年
300天扎根洱海治水的王欣泽研
究员，因为洱海实现水清月明做

出突出贡献，已获评首席研究员。
上海大学围绕上海科创中心

建设，瞄准“3+6”新型产业体系，
重点建设“五朵金花”（微电子、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量子
科技）创新高地。坚持全球视野、
对标国际标准，实施“平台引人”
硬举措。

同时，上海大学聚焦“五大阵
地”（城市社会治理、考古与文保、
新海派文化、艺术技术、数字经济
与管理），分类施策，汇聚高层次
人才。根据艺术类人才特点，形
成“为我所仰、为我所用”顶级人
才柔性引进新理念，引进30余位
重量级专家，新海派文化人才集
聚效应凸显。与宝武集团合作，
通过对工业遗存空间的转型改
造，打造美术学院吴淞主校区，推
动与现代艺术的充分融合，以吸
引美术领域国际顶级人才为全面
提升城市软实力服务。在考古文
博领域发挥“以人引人”磁场效
应，形成了国内一流人才高地，深
度参与三星堆遗址、洛阳东周金
村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为
建设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上大
力量，产生较大影响。

“十年磨一剑” 激发人才活力潜力

着力保障支持人才建功立业

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徐汇区]

贴近人才实际需求 打造温暖服务网络
青年人才的不断交流发展，让上海始终保持新鲜活力。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剑平 摄（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金牌店小二集中行动日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