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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丁小溪 范思翔 张研

伟大事业呼唤人才，伟大时代造就人
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
个历史决议，对新时代人才工作成就作出全
面阐释——

“党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入实施
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站在实现民族复兴、赢得国际竞争
主动的战略高度，作出全方位培养、引进、使
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大地
正在成为各类人才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热
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坚实人才支撑。

明方向
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

2021年9月27日至28日，中央人才工作
会议在京召开。这是时隔11年后，党中央召
开的又一次人才工作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做好人才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不断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鼓励人
才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
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说。

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
正确方向、做好人才工作的根本保证。

十年来，党对人才事业的领导全面加
强，以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聚才的良
方，推动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
自由的人才发展环境。

党管人才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不断
完善——

2021年5月，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组
织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中国
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印发，设专章对党的人
才工作作出规定，明确了党管人才的体制机
制。

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
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用人单位发挥
主体作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党管人才工
作格局日益完善。各省区市党委、地市级党
委均成立人才工作领导机构。

对人才的政治引领、政治吸纳持续加强
——

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委
联系服务专家工作的意见》，各级党委（党
组）分层分类确定联系服务专家对象，在政
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
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实现“增人数”和

“得人心”有机统一；
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

400余名专家深入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一线
开展咨询服务活动，组织一万余名高层次专
家参加国情研修，组织在京院士专家集中体
检6000人次，切实增强人才的认同感和向
心力；

……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

力。
党中央带头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把各方面
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引导广
大人才自觉弘扬科学家精神，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

破桎梏
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现在农民评职称不看重学历，只要手
里有农业技术绝活，能带动老百姓致富，就
能申报农艺师职称。”今年50岁的山东农民
佟福兴打心眼里感谢评审条件“接地气”。
他没想到初中学历的自己能获评农民正高
级农艺师。

近年来，山东打破学历、论文等条框限
制，让4000多名“田秀才”“土专家”获得专
业技术职称，有效激活了乡村人才资源。

体制机制是影响人才集聚和作用发挥的
根本性问题，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构筑人才
制度优势、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之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授权、松
绑”为核心，推动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全面提速，中国特色人才制度体系的“四
梁八柱”基本形成。

2016年2月，党中央印发第一个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综合性文件《关于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随后，中央和
国家相关部门配套出台政策140余项，各省
区市出台改革政策700多项，体制机制改革
呈现密集创新突破态势。

向改革要动力，用改革增活力。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

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优化科研项目评
审管理、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完善科研机
构评估制度，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使用导向。

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开展清理“唯论
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对各
类科技评价活动进行全面清理和整改。

《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
导意见》《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
导意见》《关于深化实验技术人才职称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一份份改革文件着力
破解人才工作体制机制障碍，中国特色人才
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

推动人才管理职能部门简政放权，消除
对用人主体的过度干预；分类推进人才评价
机制改革，更好发挥人才评价“指挥棒”作
用；深化人才激励机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一项项制度举措环环相扣，打
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我国人才“红
利”持续释放。

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与教育、科技、人事、社会管
理等领域体制改革协同推进，人才链、创新
链、产业链相互交织，强大的人才引擎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聚合力
让各路高贤聪明才智竞相涌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
好，本事越大越好。”习近平总书记说。

当前，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2亿人，
比2012年增加了1亿人。一支规模宏大、素
质优良、梯次合理、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正
在加速集结。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国家重
大战略配置人才。

以人才一体化发展“先手棋”带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围绕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区域协调发展、“一带
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部署，促进人才供给
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

印发《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
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组织开展教育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援疆援青，创新博士
服务团、“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选派方式，扎

实推进“三区”人才支持计划，以“牵手计划”
等推动东西部地区开展人才结对帮扶……
引导人才扎根基层贡献才智，让更多人才下
得去、待得住、干得好；

朝中心聚焦，为大局助力。国家重大战
略部署到哪里，人才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服
务到哪里。

——海纳百川，筑巢引凤，不断扩大人
才对外开放。

“这些产品都是自主研发的吗？”2020年
10月12日，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展厅里，习近平总书记拿起一块陶瓷基板边看
边问，对企业自主创新情况的关切溢于言表。

测试分析室里，科研人员正在对材料进
行纳米级的微观分析。听说他们中有5名博
士，其中2名还是“海归”，总书记十分高兴。

以更加积极的举措发现人才，以更加开
放的胸怀使用人才，以更加有效的政策保障
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十年来，人才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
“近悦远来”引才用才格局进一步形成，我国
逐步从世界最大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主要人
才回流国，正在成为创新人才高度集聚、创
新要素高度整合、创新活动高度活跃的全球
人才高地。

——高端引领，整体推进，着力培养造
就各行各业高素质人才。

南海之滨、创新潮涌。在中国海洋大学三
亚海洋研究院，院士、长江学者等70余名高层
次人才常态化在此开展科研攻关及教学工作。

“在不同学科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得以
开展更深入全面的学习。”中国海洋大学三
亚海洋研究院研究生史鑫皓说。

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
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企业经营管理人

才素质提升工程、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
划等稳步实施，每年培养培训行业人才数以
百万计。高水平人才队伍总量持续扩大，人
才队伍结构日益完善，各方面人才各得其
所、各展其长。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国运方
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广大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人才优势持续转化为创新优势、竞争优势和
发展优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坚强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聚人才之力 筑复兴之基
——新时代人才事业发展成就综述

新华全媒头条

■本报通讯员 张广振 包威 申奔龙

任城区喻屯镇是闻名遐迩的中国甜瓜之乡。近年来，喻
屯镇以创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契机，紧紧围绕“滨湖
水乡·美丽喻屯”发展定位，深化实施“生态农业”“乡村旅游”
双轮驱动战略，大力发展健康水产、高效林果两大主导产业，
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全力打造生产
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三生三美”乡村振
兴喻屯样板，绘写出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美丽画卷。

特色农业立体化。水稻、甜瓜、莲藕等，是喻屯镇传统特
色农产品。如何由特色向高效转化，是近年来喻屯镇党委政
府思考的课题。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该镇实施甜瓜、稻田虾、
长江鲥鱼、秋月梨品牌提升工程，创建“三品一标”农产品32
个，通过无公害绿色认证30家。持续发挥城后、兴福集、百果
园、卢庙甜瓜基地示范效应，打造喻屯甜瓜国字号品牌。结合
种稻种藕实际，发展龙虾产业，完善“稻虾共作”“藕虾共作”技
术流程，“稻+”种养面积达到5000亩。投资1600余万元建成
了以“稻虾共生”种养为主、加工与技术教学研究为辅的任城
区稻虾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西周稻虾基地。

现代农业规模化。特色农业是基础，发展现代农业是方
向。为此，喻屯镇引进秋月梨种植项目，首先建成30亩的连栋
大棚，种植规模700余亩，对喻屯镇乃至周边县区的果树种植
业起到极大示范和带动作用，整体形成了种植的基地化效
应。与此同时，引入山东栓皮栎产业研发基地项目并顺利推进，
建设栓皮栎种苗库和产业研发基地，着力培育国家级产业研发
平台。济宁惠生现代农业示范园、城后有机果蔬基地、喻兴地热
农业公园、热带植物馆等特色产业项目运营良好。利用区域优
势，打造中草药种植观光示范点项目，在洙赵新河沿岸种植兼具
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四种菊花，形成花海景观。积极运营中
央财政扶持村集体发展项目——爱福地生态循环农业基地，探
索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示范模式，每年可回收利用畜禽粪便8万
吨、农作物秸秆3万吨，吸纳周边员工100余人。

产业融合集约化。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是喻屯镇规划的
新的愿景。为尽快实现集约化发展，他们以“走出去、请进来”
的方式，先后组织队伍到浙江、安徽、陕西、滕州、鄄城等先进地
区考察学习，不断学习借鉴外地现代特色农业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等乡村振兴先进经验，进一步理清全镇整体发展思路，加
快调整产业结构，以现有美丽乡村和特色产业资源为基础，招
引文旅企业进驻，构建平台公司＋专业团队成立项目公司的
美丽乡村运营模式，形成集乡村旅游、研学教育、休闲观光、文
化体验、特色农产品销售等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据喻屯镇党委书记李明国介绍，喻屯镇将在原有农业产
业的基础上，推动产业转型实现新突破，形成园区型、体验型
农业“新六产”，打造种养、营销、加工、冷藏和品牌培育一体
化产业基地。尽快开通济宁港——喻屯水上旅游线路，主动
融入全区大运河休闲农业观光产业带发展布局，以“梦里水
乡”为主题，建设滨湖湿地休闲旅游区、休闲农业创意园区、
现代农业产业核心区等滨湖水乡观光项目，全力打造现代滨
湖生态观光游览示范区。

稻香瓜甜荷花艳
——任城区喻屯镇现代农业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