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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策划

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

人才散、事业衰。”为解决人才引

聚难、拴心留人难等问题，云南既

拿出真金白银，也付出真心实意，

着力为人才提供全方位、精准化服

务，持续优化人才宜业宜居生态。

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以

来，省委组织部每周设立人才服

务开门日，沉下去到人才集中单

位、走出去到人才队伍中间，掌握

人才需求，现场答疑解惑，听取意

见建议，为制定优化政策广泛凝聚

智慧，确保政策精准“解渴”。针

对部分企事业单位提出的“向用人

单位授权、为人才松绑减负”的建

议，先后出台进一步支持科技创

新、扩大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人

事自主权，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

研自主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等“一揽

子”突破性大、含金量高的人才政

策，下放人事管理权限，促进人才

管理更加科学高效。

2023年2月3日，中国工程院院

士贾伟平的受聘仪式在昆明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按照高层次

人才直聘办法，中国工程院院士、

内分泌病学与代谢病学家贾伟平受

聘为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这样的聘任方式也开启了昆明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先河。“贾院

士的到来，为医院高质量建设发展

注入了活力和‘强心剂’，我们将

牢牢把握人才强院的总基调，坚持

问题导向，多措并举，补足补齐人

才短板。”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院长曾仲说。

为打通人才政策落地的“最后

一公里”，省委人才办组织多支服

务小分队，上门讲解人才政策，并

结合政策宣讲举办了多场“兴滇惠

才卡”集中开卡活动。2023年7月5

日，获得第十六届中华技能大奖不

久的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李

辉参加了活动，他说：“省委人才

办组织开展‘政策上门讲、意见上

门听、服务上门办’活动，让我深

切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尊重人才、

爱惜人才，做实做细人才服务工

作，用心用情为各类人才打造‘近

悦远来’的良好人才生态，让我们

看得见诚意、摸得到实惠、感受到

温暖。”在现场，李辉激活了“兴

滇惠才卡”，并详细咨询卡片的使

用政策和使用方法。据悉，云南省

已全面完成“兴滇惠才卡”第一阶

段发放工作，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

才可享受12个方面26项服务，涵盖

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多方面。

在全面推广“兴滇惠才卡”

的同时，云南还深入实施“人才安

居三年行动”，建成人才公寓6500

余套，印发外国人才来云南工作便

利化服务十条措施，推行“知本

贷”“科技易贷”等人才创新创业

金融产品，让广大人才在云南安心

发展、舒心工作、开心生活。

建强队伍，促进作用发挥

在全国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中，云南有27个，数量居全

国第一，开展干部人才“组团式”

帮扶意义重大。2023年，云南先后

召开全省教育发展大会、2022年度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全省卫

生健康大会，以及全省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科技特派团工作现场推进会，为云

南医疗、教育及科技事业发展指明

了方向。

元阳县人民医院医生普金禄在

上海专家的结对帮扶下，在上海同

济大学同济医院进修半年，提升了

诊疗技术。现在，普金禄已成长为

元阳县人民医院能独立完成多台气

管镜手术的主刀医生。在上海市徐

汇区大华医院来滇帮扶专家孔庆华

看来，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以后即便是帮扶医生离开了，科

室也能继续实现良性发展。”孔庆

华说。

在做好帮扶工作的同时，云南

还聚力推进人才服务园区经济和口

岸经济发展。围绕园区产业转型升

级、科技成果转化需求，云南支持

滇中新区、昆明高新区等具备条件

的开发区建设省级“人才特区”、

打造“人才飞地”。截至2022年

底，全省共有国家级、省级产业园

区89家，园区人才资源总量达43.30

万人。通过深入实施面向南亚东南

亚辐射中心人才支撑工程，支持云

南大学、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

研究院申报国家高端智库，支持普

洱学院、红河学院、德宏职业学院

等高校建设“国门大学”，积极培

养引进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加大25

个口岸县（市）和27个口岸人才发

展力度。

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云南

的发展依靠人才，发展的云南呼唤

人才。截至2022年底，全省人才资

源总量达670.57万人，人才对云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逐年提升。

大量人才紧扣云南“3815”战略发

展目标，聚焦12个重点产业和资源

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三大

经济”发展需要，着力推进重点领

域、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队伍建

设，以人才高质量发展助推全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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