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人才加快集聚。紧盯快办市委
部署任务，聚“痛点”、出实招、用实策，诚
心实意招才引智。一是打出引才“组合
拳”。“事业编制企业用”引才效果明显，通
过线上发布和校园招引，首批 27家企业
132个岗位报名857人，各方面关注度高、
反响好。实施产业硕博招引行动，65家企
业 454个岗位，目前已引进博士 6人硕士
381人。采取授权松绑和规范运行，支持
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和紧缺急需人才
1718人，同比增长252.8%。实施“筑梦鹿
城”优秀学子社会实践行动，先后对接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兰州
大学 5批次 150名师生来包头实践，实施

“小鹿回家”活动，得到团中央通报表扬。
二是奏出招工“最强音”。通过政府、企
业、人力资源企业和人才市场多方联动，
通过线上线下、外引内培并举，市县两级
累计组织线上招聘会914场、线下137场，
同比分别增长104.5%、878.5%，组织77家
企事业单位赴32所高校开展引才活动，已
为包头市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解决用工1.6
万人，同比增长64.9%，有效解决了企业阶
段性用工需求。三是实现培育“新突破”。
推报3名专家成功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实
现了 10年以来自治区入选此类项目专家
零突破。推报 7名专家分别入选“草原英
才”拔尖领军人才和常规领军人才。

产才融合深度递进。坚持人才引领
产业发展战略定位，推动人才资源与产业
发展深度对接、融合聚变。一是推动产才
图三位一体。精准征集稀土、硅材料和五
大战新产业 56家企业高层次和紧缺急需
人才需求2433人，对接汇总国内106所高

校毕业生生源信息，梳理 1007 名国内专
家，区内首家编制发布产业引才地图，实
现企业和人才按图索骥、靶向引才。二是
深化产教才三体融合。大力推动美科、盛
泰等企业与 7所高职高校合作共建“订单
班”“工匠班”“冠名班”等50个，培养高素
质产业人才4476人。三是助企增强内生
动力三措并举。及时跟进科技“四个一”
活动，会同科技、工信部门精准为 69家企
业（科研院所）引进专家团队 23个。做深
做实企业科技特派员入企服务工作，选派
370 名特派员为 237 家企业提供科技创
新服务，解决技术难题 43项。区内率先
制定出台《关于支持促进市农科所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
明成果权益分配和收益分配，包头市被列
为自治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试
点盟市。

平台阵地多点发力。发挥平台阵地
引进、吸附、培养和服务人才作用，有效激
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一是推进科创谷建
设。按照自治区构建“一心四园多点”工作
部署，加快打造包头人才科创谷、核产业科
技创新园等市级平台建设。二是创建院士
工作站。会同科技局推动大地熊永磁科技
与俄罗斯工程院岳明院士共建先进磁性材
料院士工作站、包钢集团与中国工程院姜
涛院士共建冶金工程院士工作站，俄罗斯
工程院王琦院士来包头创建院士专家工
作站将于 8 月前建成，全市累计建站 10
家，占比全区 21.3%。三是布局域外引才
工作站。先后与北京科技大学、内蒙古大
学、内蒙古上海商会等新建包头市人才引
进工作站12家，占比全区32.4%。

人才生态持续优化。推进人才生态
开放融合，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营
造包你满意、包你放心的良好人才环境。
一是有效构建力量体系。市委、市政府顶
层推进，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
丁绣峰多次召开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人才工作。市县
两级实施人才工作书记工程项目45项，压
实主体责任。组织部牵头抓总先后 17次
调度推动人才引进、政策兑现、措施修订、
遗留问题解决等重点人才工作落实。小组
各成员单位、各旗县区以及人才中心、人才
集团上下联动、紧密配合、齐抓落实，形成
了齐抓共管、聚力联动的工作新局面。二
是精准强化政策供给。编制形成《包头市
2022—2025人才发展规划》初稿，优化完
善“事业编制企业用”政策和事业单位人才
引进办法，集成现行人才政策引进、培育、
平台、评价和服务5大板块50条措施编制
并发布了才聚两都包头人才政策包550，加
快构建起“1+2+N”政策体系。三是持续加
强政策兑现。组织实施人才政策兑现攻坚
月行动，通过自查、自纠、整改、提升分步攻
坚，用真金白银和真心实意向人才兑现承
诺，累计为1170名人才兑现各类补贴资金
1128万元，完成了涉及人才各类补贴资金
应兑尽兑工作。四是服务保障拓展升级。
拓展 14家市级医疗保障单位，新增“人才
贷”、大学毕业生创业扶持基金贷款、医疗
互助保障金服务和“温暖来包路”路费报销
服务4项服务，累计服务达到21项，发放涵
盖各领域高层次人才服务卡431张，服务
高层次人才 826人次，得到了高层次人才
的高度赞誉。

““才聚两都才聚两都””打出人才服务组合拳打出人才服务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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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人才政策包 550 涵盖人才引
进、人才培育、创新平台支持、人才发展
评价、人才服务保障5大板块，系统梳理
50条人才政策。同时，将含金量高、竞
争力强、优势明显的10条政策作为人才
引育留用首选“十大金牌政策”，其中，引
才3条、育才用才3条、留才4条。

包头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委
人才办主任董存瑞说：“人才政策包
550 主要是将人才政策以干货的形式
呈现给大家，突出集成化、系统化和便
捷化，着力解决人才政策范围广、门类
多、渠道散、不便查询等问题，实现了
人才政策碎片‘一包集成’。”

笔者在包头人才政策包 550 上看
到，政策包将每一个政策文件和操作
流程制作成为二维码，用清晰明了的
词条和简洁平实的语言对每一项政策
进行描述，人才和用人单位通过扫码
即可做到政策查询使用“一步到位”。
与此同时，政策包还明确了每一项政

策的责任单位和承办单位，注明了每
一名具体的承办联络人的办公电话和
手机号码。

在引才、育才用才和留才方面，包头
人才政策包 550 有了不少创新点，体
现了刚刚被授予“世界绿色硅都”的
包头市在“两都”建设上快马加鞭，以
人才政策为突破优化人才生态、以招
才引智为突破优化人才集聚、以才聚
两都为突破优化产才融合，构建人才工
作大体系大格局大力量。

引才上，包头人才政策包 550 突
出用人单位主体地位，对事业单位引
进人才充分松绑授权，畅通人才引进

“绿色通道”；育才用才上，支持科研
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与绩效考核挂钩，
鼓励科研院所强化目标绩效考核，明
确经费管理分配方式，以激发科研人
才活力；留才上，对包头市高层次人
才认定目录中四类及以上高端人才
和国家级高技能人才，百强企业经营

管理人才以及该市自主培养的高层
次人才和具备绝技绝活的特殊人才
发放高层次人才服务卡，提供全方位
服务。目前，包头市已累计发放高层
次人才服务卡 431 张。对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在子女教育、配偶就业方面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解决人才的
后顾之忧。

包头市委编办副主任白相华说：
“针对事业编制企业用编制保障的问
题，采用先上事业编再到企业工作 5年
的方式支持企业引进急需人才，由市委
编办根据岗位计划建立编制‘周转池’，
具体由市人事考试中心代管。首批确
定 27家企业计划引进 132人，6月 7日
发布引才公告后招引小组随即组织校
园招聘和社会招聘，目前共有 857人报
名。后续将根据企业引进计划足额保
障编制，通过规定程序引进人员并办理
编制手续，让人才带着事业编制安心地
到企业工作。”

政策包政策包550550让人才政策碎片让人才政策碎片““一包集成一包集成”” 今年，包头市立足打造“世界稀土之都”“世界绿色硅都”，以“树导向、抓突破、出实招、开新局、重实效”
为主线，突出高质量、突出满意度，集中优势打造产才融合示范区、创新人才集聚区、人才生态优化区，为创
新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蔡冬梅

包头包头：：构建人才工作大体系大格局大力量构建人才工作大体系大格局大力量
牢记嘱托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包头产业引才地图主要是围绕推进
“两都”建设、打造五大战新产业集群需
要，全面搜集各类高端人才分布情况、研
究方向、优势学科等信息，整理绘制产业
引才地图，收录106所高校毕业生生源信
息，梳理相关领域1007名人才专家情况，
为包头重点领域产业招才引智提供依据，
打造人才引进“引航灯”。

包头高新技术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
崔军说:“我们要继续落实‘包头市招才引
智校园招聘直通车’服务，组织各大企业
到东北、北京等地、呼和浩特市各大高校
进行赴外校招。积极主动走访对接周边
蓝领人才输出意愿较强的地区引进企业
所需各类人才。根据重点企业用工需求，
走访市本级中高职院校与之沟通设置相
应的技能培训专业，将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与紧缺专业人才培养相结合，加大专业技
术人才的输出。”

董存瑞表示：“对人才而言，从引才
地图中可以得到有价值的反馈，并在此
基础上规划职业发展未来。对用人单位
而言，引才地图中能够清晰展示高校的
青年人才和产业领域成熟人才的分布情
况，可以精准定位所需人才，制定有针对

性的招引计划、主攻方向。”
据介绍，包头市将根据产业发展

和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及时更新引才
地图，扩大内容范围，确保用好用活地
图，服务“两都”建设，人才集聚与产业
发展同频共振，奋力跑出招才引智“加
速度”。

相关链接

《2023年包头市产业引才地图》，涵盖
产业人才需求、高校生源分布、行业专家情
况3个部分，旨在为招才引智精准“导航”。

引才地图共征集包钢集团、内蒙古
金属材料研究所、包头金山磁材有限公
司等 56 家企业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需求
2433 人，涉及重点产业领域相关专业 52
个。整理汇总北京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内蒙古
科技大学等 106 所高校毕业生生源信息，
梳理相关领域 1007名人才专家情况，企业
可以根据需求按图索骥，有针对性地做
好人才引进工作。

一、人才需求的总体规模
2023年上半年经广泛征集，全市共有56

家企业，提出各类人才需求2433人。
1. 按照学历层次划分：博士研究生

83 人，占需求总人数 3.4%；硕士研究生
380 人，占需求总人数 15.6%；本科生 1193
人，占需求总人数 49.0%；专科生 777 人，
占需求总人数 32.0%。

2. 按照产业类型划分：稀土产业 512
人、硅产业 1499 人、新能源重卡及配套产
业 63人、碳纤维及高分子新材料产业 153
人、陆上风电装备产业 27 人、氢能储能产
业 12人、先进金属材料产业 167人。

3.按照地区需求划分：昆区 552人、青
山区212人、东河区6人、九原区428人、白云
矿区5人、土右旗220人、达茂旗13人、固阳
县473人、稀土高新区524人。

二、需求企业基本情况
1.按照产业类型划分：稀土产业20家、硅

产业14家、新能源重卡及配套产业4家、碳纤
维及高分子新材料产业5家、陆上风电装备
产业4家、氢能储能产业3家、先进金属材料
产业6家。

2.按照地区需求划分：昆区12家、青山
区8家、东河区2家、九原区8家、白云矿区1
家、土右旗3家、达茂旗3家、固阳县3家、稀
土高新区16家。

产业引才地图打造人才引进引航灯产业引才地图打造人才引进引航灯

6月 19日，包头市“才聚两都”人才
一“鹿”通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举行。
作为自治区首家为人才及用人单位提供
定制式服务的智慧平台，平台上线后将
为包头市各类人才和企业提供“一对一”

“点对点”的精准化服务。
据介绍，“才聚两都”人才一“鹿”通

服务平台是包头市优化人才服务软环
境、强化高质量发展智力支撑的一项标
志性举措。平台通过“一码申报”，市、区
两级人才服务部门承办，教育、卫健、科
技、人社等 35家人才服务部门受理，实
现人才和用人单位意见建议线上受理、
全程督办、闭环销账。

釆访中笔者了解到，“才聚两都”人
才一“鹿”通服务平台在功能开发、系统
建设和办事流程设计上，运用数字信息
技术服务人才，在集中公布人才政策、
服务信息的基础上，接受人才和企业的
问题提报，包头市委人才办审核后将信
息发送至人才服务业务部门办理，将相

关受理、办理和结果信息反馈申请人
（企业）。

“为包头的人才服务点赞！”在了解
了人才一“鹿”通服务平台的各项功能
后，内蒙古鑫元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顾问邢雅静表示，平台上线为人
才服务打造了一个网上家园，为企业引
进人才在包头市顺利工作和安心生活连
接起了“直通车”，企业也将持续为“世界
绿色硅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包 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教 师 工 作 部
（人事处）处长李瑞斌说：“平台的推
出为招才引智插上了科技翅膀，为高
校人才招引和服务工作搭建起了高
效平台。”

“让数据奔跑，让服务落地。”九原区
委组织部副部长郭巴图说，平台上线后，
他将和广大组工干部时刻关注企业和人
才提报的问题需求，把住房补贴、医疗保
障、金融服务等一系列好政策送到企业，
送到每一个人才身边。

人才一人才一““鹿鹿””通平台让数据奔跑通平台让数据奔跑

在包头市人才会客厅召开“才聚两都”首场人才恳谈会。

首笔“人才贷”发放仪式。

6 月 20 日，包头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
包头人才政策包 550和包头产业引才地图。

6 月 19 日，人才一“鹿”通服务平台上线
运行启动仪式在党政大楼举行。包头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董欣悦现场扫码启动平台。

包头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 重奖大国工匠卢仁峰。

6月 2日，包头市“才聚两都”首场人才恳
谈会在包头市党群服务中心人才会客厅举
办，这也是全区首次举办的人才恳谈会。

在3个小时的开放性畅聊中，来自稀土、
光伏产业的 10 位人才代表，围绕包头市人
才服务工作说感受、谈体会，并针对人才政
策、“两都”建设、行业产业发展和工作生活

环境等提出意见建议。包头市委组织部负
责同志及市发改、科技、人社、工信等部门负
责人认真倾听人才心声，了解人才实际需
求。针对大家的问题需求，能解决的各部门
负责人现场回复，需要统筹研究的，明确责任
部门和负责人，确保人才的需求有处诉、有人
管、有结果。截至目前，在首场人才恳谈会上
人才代表提出的20条问题已经全部解决。

人才汇聚，筑梦“两都”。据包头市委组
织部常务副部长董存瑞介绍，为畅通人才服务
沟通渠道，市委组织部门和人才部门以建立常
态长效恳谈会机制的方式完善政策措施、提升
服务水平。恳谈会立足问需求于人才、问计策

于人才、问质效于人才的目标，聚焦解决人
才急难愁盼问题，请人才为产业“问诊”、为
发展“把脉”，通过问题的梳理、盯办、反
馈，提高人才工作成效，优化人才发展生
态，让人才工作与包头市“两都”建设同频
共振、同向发力。接下来，包头市将继续
用好人才恳谈会机制，常态化搭建联系服
务人才的平台，系统梳理、健全完善人才
服务政策，扩大政策覆盖面、提升服务精
准度和知晓率，凝聚千方百计为各类人才
干事创业创造条件的工作合力，最大限度
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为打造“两都”提
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人才恳谈会搭建交流连心桥人才恳谈会搭建交流连心桥

在6月29日—30日召开的包头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包
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包
头科技创新日”暨“包头人才周”的决定》，“包
头市人才周”和“包头科技创新日”，是以这座
光荣城市的名义，以专属节日的形式，借助系

列活动开展，打造包头人才品牌，礼敬为包头
发展作出贡献的各类人才。面向各类人才、
面向社会公众、面向区内外创新资源，提升组
织凝聚力，增强各类人才对包头的认同感、融
入感、归属感和荣誉感，不断优化包头市人才
发展生态，这标志着包头市成为全国第20个、

全区首个以人才节、日、周、月命名的城市。
在“人才周”期间，以人才专属节日的

形式，通过奖励表彰、论坛研讨、展示竞赛、
成果展示、宣传普及等系列活动的开展，打
造包头人才品牌，努力使人才感受到“家”
的温暖和“节”的温馨。

法定设立法定设立““人才周人才周””打造人才专属节日打造人才专属节日

人才市场招聘会。

绿意盎然的包头绿意盎然的包头。。

包头市招才引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