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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人才需求，对急需人才不限制地

域、户籍、身份，采取招聘、调动、

特聘等方式，积极直接引进或通过顾

问指导、兼职服务、项目合作、服务

外包、人才租赁等方式柔性引进，并

积极吸引专家到红河建设工作站，助

推红河经济社会发展。

2017年，红河州就经云南省院士

专家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审议，先后引进

6位各行业高层次人才，到红河设立了2

个院士工作站和4个专家工作站，其中

就包括了袁隆平院士工作站。袁隆平院

士工作站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与红河州合作建设，由袁隆平院士

担任顾问，借助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

杂交水稻方面的卓越理论和技术成果，

为红河州大力推进滇南优质稻米生产和

研究提供支持，工作站的设立将有效助

推红河州农业经济发展。

今年3月，红河州还从厦门引进了

专门生产智能化家用机器人的以晴集

团落户保税区，目前已投入生产，解

决了800余人的就业问题。

针对特别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

才，红河州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引

进，并在薪酬上实行特殊政策。比

如，引进的“两院”院士、国内外行

业顶尖人才，在享受相应高年薪的同

时，还能享受一次性20万元安家费补

助和每月7000元生活补助、100～500

平方米的办公用房或一次性6～30万元

的办公用房房租补贴、最高300万元的

科研经费补助……

伴随一系列优惠政策的落地和实

施，红河州人才特区建设已取得显著

成效。截至目前，共培养和引进高级

管理人才102人、各类急需人才近5万

人，有效促进了“三区”发展。

多措并举破人才难留

“红河州地区发展差异明显，

一直以来，南部边境六县人才流失十

分严重。”王立强介绍，这成为该州

求贤之路上必须突破的瓶颈。2016

年，红河州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南部六县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通过引才、育才、励才、留才

方面的政策倾斜，多措并举引导人才

流向南部六县，以解决南部地区招人

才难、留人才更难的问题。

红河州首先实行了南部本土人才

差异化招录招聘政策。在公务员招录

和事业单位人员招聘时，加大政策倾

斜力度，在适当放宽政策的基础上，

保证一定岗位比例，引导南部六县的

考生报考当地岗位。其次，通过委托

培养、教育培训、实践锻炼等，委托

云南师范大学、红河学院等高校每年

为南部县免费定向培养60名左右师范

类本科生，委托昆明医科大学等高校

每年为南部六县免费定向培养50名

左右医学类本科生。红河州弥勒市青

年李向东，是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专

业学生，由于成绩优异和表现良好，

2016年入选云师大红河州免费定向培

养委培生。2017年毕业后，李向东被

分配到红河县任教。“我从北部较发

达的弥勒市来到南部红河县，也算是

支援边疆建设了。”李向东笑着说，

他立志扎根基层，帮助更多的红河县

孩子走出大山。

除积极培养本土人才外，红河州

还依托企业、园区、科研院所、医疗

机构等，侧重在南部地区积极推进专

家工作站建设，并对每个工作站一次

性给予10万元工作经费支持。为加强

红河州南部六县医疗专家技术力量，

2017年6月，经省委组织部、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积极协调和评审认

定，红河州根据云南省基层人才对口

培养计划，引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著名骨科专家孟增东教授，并拨出专

款，帮助孟教授到绿春县人民医院设

立了骨科科研工作站。目前，工作站

正与县医院齐心协力，推进绿春县骨

科产学研合作，促进成果转化，有效

增强了科室医疗能力。

有力举措带来了明显成效。目

前，南部六县已设立专家基层工作站5

个，通过专家及其科研团队开展技术

公关、成果转化等，有效促进了红河

州南部地区的发展。此外，南部六县

的人才布局也渐趋合理，人才呈现稳

步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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