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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来自两会的人才这份来自两会的人才““offeroffer””备受关注备受关注

“ 东 西 南 北 中 ，发 展 到 广

东。今年广东推出‘ 百万英才

汇南粤’行动计划，将拿出有

吸引力的岗位和薪酬，推出贴

心的服务和政策，吸纳 100 万

名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到广东

就业创业。”在十四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开放团

组活动现场，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向全国乃

至全球人才发出“令人心动的

offer”。 在 长 达 3 个 小 时 的 会

议现场，“百万英才汇南粤”行

动 计 划 至 少 被 提 及 4 次 ，“ 人

才 ”成 为 代 表 们 讨 论 的 高 频

词。

这只是今年全国两会上讨

论人才问题的一个缩影。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 ,一体

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 ,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发挥人

才 高 地 和 人 才 平 台 的 辐 射 作

用 ,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

量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重点领

域急需紧缺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培养”……“人才”二字更是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反复

提及，频率高达 20 余次。

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

“当前，全国范围内量子计

算科研人才和工程人才紧缺，

量子人才培养生态尚不健全，

已成为制约我国量子科技持续

发展的瓶颈。”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郭国平表示。为此，

他建议加大量子计算专业设置

数量，基于未来技术学院开展

量子计算人才教育体系建设，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

的高端量子计算人才。将量子

计 算 列 入 国 家 卓 越 工 程 师 计

划，培养符合量子计算产业发

展需求的量子计算应用型工程

师。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

董事长刘庆峰听完政府工作报

告后，备受鼓舞，“当前，越来

越多的高科技产业在进行源头

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应与技术

创新联动起来，形成数据飞轮

效应。”

刘庆峰表示，人工智能技

术正重塑人才核心素养，AI 技

能将成为未来公民必备能力。

“我国需在‘教、学、考、评、管’

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加速构

建 覆 盖 全 学 段 的 AI 教 育 体

系。”他建议，根据 AI 发展情况

和教育强国的人才培养目标，

适时修改新课标、调整新高考

要求，明确跨学科思维、人机

协作等核心素养培养框架，创

新人才评价方法，以应对未来

社会对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

人才评价不再唯“帽子”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的改

革力度空前加大，科研成果向

市 场 应 用 转 化 的 活 力 大 大 释

放，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勃勃

生机。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大力

支 持 、大 胆 使 用 青 年 科 技 人

才。”“深化人才分类评价改革

和科教界‘帽子’治理 ,建立以

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

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鼓励各

类人才潜心钻研、厚积薄发。”

这些内容正是全国人大代表、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袁玉宇履职多年

持续关注和呼吁的，“现在看到

这些意见很明确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基调清晰且积极推进落

地，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

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所长王立平介绍说，近年来，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以产业需求为导向，

瞄准头部企业关键共性技术需

求，与华为、中石化等行业领

军企业携手，构建了“企业出

题、院所解题”的创新联合体。

与此同时，“我们还出台人

才培育专项政策，通过将科研

选题与国家重大需求结合来发

掘和培养青年人才，强化‘聚

焦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发挥

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强化科

研成果‘用得上’，岗位晋升时更

加看重其出具的成果应用证明

而不是文章和专利。研究所去

年有一位员工因此获评正高职

称，在广大员工中产生了非常积

极正面的效果。”王立平表示。

“我们注重开展应用导向

的基础研究，设立了 AI+新材

料前沿交叉中心，作为培养基

础研究人才的‘特区’，在宁波

市专项支持下打造基础研究人

才培养基地，前瞻谋划 AI+材

料研究新范式。”王立平说。

深化产教融合保障人才供给

高技能人才具备精湛的专

业技能和创新能力，能为研发

提供关键数据和实践依据，将

经验与理论结合，推动技术研

发，实现技术转化。近年来，

我国通过职业教育改革，产教

融合试点等政策逐步扩大高技

能人才供给。数据显示，我国

技能劳动者超 2 亿人，其中高

技能人才占比约 30%。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特 别 提

到，“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

队伍。”“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

提升培训行动 ,增加制造业、服

务业紧缺技能人才供给 ,加快

构 建 技 能 导 向 的 薪 酬 分 配 制

度 ,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 ,让
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

新者多得。”

对此，作为来自生产一线

的全国人大代表、中信重工生

产 计 划 部 调 度 邢 京 龙 深 有 感

触，“当下，‘重学历、轻技能’

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年轻人

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造成职

业院校招生困难。”

为此，邢京龙建议，通过多

种渠道宣传高技能人才的重要

性和成就，建立多元化的技能

评价机制。与此同时，深化产

教融合，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

紧密合作，共建实训基地。

“随着量子信息技术工程

化、产业化发展，将有大量的量

子设备研发、组装、生产的产线

和工厂建立，这意味着像经典计

算一样需要庞大专业的技术工

人团队。”郭国平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深化

人才管理和使用制度改革，赋予

用人单位更大自主权，推动产学

研人才联合培养和交流。

“产学研的融合前提就是

人的融合。希望可以推进科技

人才的产学研各组织间流动，

推动技术转化问题的破解。”

袁玉宇表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 月 5
日下午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圆满实现“十四五”发展目

标，经济大省要挑大梁。江苏

要把握好挑大梁的着力点，在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上打头阵，在推进深层次改革

和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在落

实 国 家 重 大 发 展 战 略 上 走 在

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上作示范。

作为 6 位发言代表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科技厅

厅长徐光辉就打造产业科技创

新中心进行发言。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我们备受鼓舞、充满力

量。”会后，徐光辉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接下来将深入学

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

合上“打头阵”的这一任务，研

究 制 定 具 体 的 贯 彻 措 施 和 行

动。

“我们将按照江苏省委的

统一部署，精心扎实推进，着力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应用基

础研究策源、高新园区新质转

型、企业科技创新引领、科技体

制改革集成等方面下功夫，加

快建设高水平科技强省，着力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

技创新中心。”徐光辉说。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底气从何而

来？

先看一组数据：2024 年，江

苏省研发投入强度为 3.33%、

处于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水

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首

次突破 50%，达到 50.7%。

“江苏区域创新能力跃升

至全国第二，是产业科技创新

中 心 建 设 新 进 步 新 成 效 的 体

现。”徐光辉说。

“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的主体路径，就是推动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让

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徐

光辉介绍说，在以高质量科技

供给为融合基础方面，江苏省

新设规模 24.8 亿元的基础研究

专项资金，实体化运行江苏省

物理、应用数学、合成生物 3 个

基础科学中心，开展“应用基础

研究特区”试点，高标准推进苏

州实验室建设，牵头 44 家全国

重点实验室、居全国省份第一，

与中国科学院共同筹建工业人

工智能研究机构，根植了“从 0
到 1”原创力策源力。

在以“1650”产业体系为融

合主线方面，江苏省制造业增

加 值 约 占 全 国 14.1% 、全 球

4%。其中，光伏、动力电池分

别约占全球的 30%、1/4。2024
年，江苏全省的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增至 14 个、占全国近 1/
6。自 2021 年开始推进“智改

数 转 网 联 ”，累 计 投 入 40.5 亿

元，基本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全覆盖。围绕前沿科技和关

键技术，两年组织实施了 460
项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在以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

融合途径方面，江苏省与教育

部共建全国首个高校区域技术

转移转化中心，连续两年举办

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实

现国内 985 高校、中国科学院

应用类研究所与江苏省市县合

作两个“全覆盖”，全国约 2/3的

院士在江苏省创新创业，人才

引进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在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夯

实 为 融 合 关 键 方 面 ，江 苏 省

87%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89%
的专利授权由企业创造、80%
的科技平台和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集聚在企业。构建各类国

家级平台与江苏省内龙头（链

主）企业“1+1+X”联合联动机

制，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超 5.7
万 家 ，其 中 民 营 企 业 占 比

92.2%以 上 ；国 家 级 专 精 特 新

“小巨人”企业、科创板上市公

司、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增中国

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企业均居

全国前列。

“真金白银加大科技创新

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我们要把路线图

细化为施工图、责任书，加快推

进、一抓到底！”徐光辉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徐光辉：

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 本报记者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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