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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创新平台建设，建立健全重点领域人才需求清单

和人才项目申报联席机制，实行高端人才、特殊人才

“一人一策、一事一议”个性化引才办法，有针对性

地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品牌性人才招引活动，

精准释放人才项目（平台）聚集效应和造血功能。

着眼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的需要，贯彻落实关于鼓

励各类人才向基层一线、边远艰苦地区流动的精神，

突出基层需求与人才选派有效对接，实施“千名人才

助千村振兴”行动，认真推进干部规划家乡行动，统

筹落实乡村教师、医护人员“县管校聘”“县管乡

用”制度以及农村实用人才、产业带头人等人才队伍

建设，搭建各级各类人才入乡在乡发挥优势、助力发

展的长效机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

兴、推进脱贫致富示范区建设注入人才力量。

着眼人才资源深度开发的需要，以建立人才信息

库、挂牌回引工作站、开展招聘推介会等为重点，实

施“归雁兴昭”行动计划，加强市外人才的对接、联

系和服务，推动一批优秀人才投身家乡建设。开展劳

动力技术培训提升行动，打造“技能提升培训”升级

版，支持在昭大中专院校通过人才项目、协作合作等

提升产教研学水平，精准培养人才，创建特色技能人

才和劳务人才品牌，释放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红利。

■ 突出“服务”精准

  着力营造重才爱才环境

聚力人才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推行分层分类联

系专家人才机制和市级领导直接联系专家制度，将优

秀人才纳入各级党委联系专家进行联系服务，密切各

级领导与人才的思想联系、情感交流、工作沟通，继

续抓实市委联系专家联络服务工作站建设，常态化开

展专家人才咨询、座谈、研修、慰问、休假等联系服

务措施，激发引导各类人才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

立业新时代。

聚力服务保障机制建设。秉持“硬环境”不够、

“软环境”来补的理念，制订完善有利于人才发展的

有关编制安排、住房和生活保障、子女入学、就医、

职称评定等政策支持措施，健全高层次人才优待服务

机制，设立“优才卡”，分级建设一批人才公寓，探

索建设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大力推动人才服务标准升

级、载体创新、方式完善，吸引更多优秀专业人才到

昭通安心创业、安心发展。

聚力塑造广纳英才的招才引智形象。在持续推进

人才政策进企业、进园区、进县区的基础上，将招才

引智与对外市情推介、对外招商引资、对外宣传报道

等相结合，以市外优秀人才、昭通籍大学生较为集中

地（大学）以及协作友好地区为重点，组织开展不同

层级、不同领域的人才政策宣讲、招引、座谈、联谊

和科技合作，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张开双臂拥抱人才，

为建设“滇东北开放开发新高地”目标汇聚人才

元素。

■ 突出“责任”精准

  着力强化党管人才合力

瞄准重点领域建机制。贯彻“人才资源是第一资

源”的理念，围绕全市总体发展战略、阶段目标、产

业布局等重点，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才工作领导和运行

机制，适时调整优化、充实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名单，

配强人才工作力量，合理划分职责权限、任务要求，

探索推行成员单位联系重点人才单位、重点产业制

度，不断完善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

瞄准关键少数建机制。突出各级党委（党组）人

才工作主体责任、市级高层次人才引领责任，实施以

“一把手”示范项目为主体的各级“一把手”抓“第

一资源”工程，实施以完成项目、岗位建功、基层服

务、带培团队等为主体的高层次人才引领行动，制定

“两个责任”重点任务清单，明确具体工作责任、要

求和时限，并纳入各级“一把手”人才工作履职报告

评议、市级重点人才项目实施评估的主要内容，作为

评优评先、通报提醒的重要依据，加强考核评议结果

转化应用，真正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不断提升人才工作效能。

瞄准压力传导建机制。充分发挥组织部门职能作

用，按照“年初有计划、年中有督促、年底有评议”

的要求，推行“一季一调度一研判，一年一述职一评

议”工作机制，通过述职评议会、培训班、现场交

流、擂台赛、创新案例赛以及调研督导等措施，着力

消除人才工作重视程度上的“冷热不均”，克服目标

落实上的“聚焦不够”，改善牵头抓总中的“抓手不

多”等问题，推动人才工作有目标、有压力、有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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