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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8日 星期三 阿拉善高新区

阿拉善高新区搭建政校企精准培养人才平台。 阿拉善高新区多形式引进高端医疗技术人才。阿拉善高新区积极探索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

阿拉善高新区
日益改善的人居环
境，为引进人才助力。

走进内蒙古圣氏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技
术总监马骅正在现场紧盯造影剂中间体系列产品
研发与生产的各项运行。作为公司的总工程师，马
骅负责公司产品研发、新项目建设、质量检测相关
工作，主持的项目多次获得了国家、自治区及阿拉
善盟重点项目资金支持。“阿拉善高新区为我们科
研人员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和广阔空间，
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创新创造的活力。我们企业也
将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在拓展造影剂中间体系列
产品的同时，在新型氟材料、有机硅材料方面发力，
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马骅说。

据了解，在马骅的带领下，该公司正在成长为
此项领域的集成供应商，目前正在建设的300吨/年
3-甲氨基-1,2-丙二醇、1,3-二氨基-2-丙醇建设

项目产品为填补国内生产空白的产品，其连续流生
产技术为国内首创，已通过自治区首次工艺论证。
投产对带动园区企业着力于技术进步，优化产业布
局，实现国产替代进口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用好用实用活政策，通过
“智汇驼乡·善聚英才”校园引才招聘、“智汇驼乡·鸿雁
归巢”高学历人才引进等形式引进教育、医疗、安全生
产等急需紧缺专业人才44名。并加强与宁蒙陕甘毗
邻地区劳务合作，依托微信公众号、人才就业平台、阿
拉善招聘网等载体，探索直播带岗、企业人才双选会等
招聘新模式，搭建人才“云端蓄水池”，仅去年全年组织
招聘活动26场次，新增技能人才1002人、高技能人才
211人，有效地解决企业用工“燃眉之急”。

同时，该高新区还持续深化院地合作机制，成

功引进国家菌草工程中心首席专家林占熺、国家食
用菌中心主任谭琦等知名专家；推行“人才+产业+
项目”模式，与昆明理工大学开展军民融合项目合
作，与兰州大学、四川大学在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
等前沿领域建立技术交流，挂牌成立内科大高新区
博士工作站，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60余名，激活产
业发展“重要引擎”。此外，该高新区加快培育科技
创新平台，积极申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成科研
平台32类144家，建设3000平方米双创孵化中心，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126名，培育高技能人才2420
人，涵养科技创新“源头活水”。截至目前，两区拥
有专利810项，消化吸收世界领先技术41项，自主
创新技术54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增至31家，加
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步伐。

锚定目标精准引才 打造人才集聚“新高地”

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人才进驻阿拉善高新区。

在内蒙古浩普科技有限公司化验室里，董事长
邢雅成正在与工作人员一起查看生产产品的检测
数据。邢雅成 1991 年于兰州大学化学系博士毕
业，作为青岛大学教授、青岛浩普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多年来一直从事化学清洗剂、医药中间体、农
药中间体、阻燃剂等多种精细化学品的研发，为国
内清洗、阻燃等行业发展树立了标杆，还在2002年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8年，邢雅成成立
内蒙古浩普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农药中间体、高端
磷系阻燃剂项目，优质的营商环境、热情的服务、完
备的产业链，是他选择在阿拉善高新区投资创业的
重要原因。项目的实施，可为地区产业经济发展、
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奠定基础。

“企业来这已经将近5年了，从开始的入园到后
边的服务，包括现在的生产，各个方面都比较顺利，
我们一个初创企业能够得到政府的鼓励，坚定了我
们的信心，把企业做得更好。”邢雅成说。

在阿拉善高新区还有很多像邢雅成这样的科

技型人才。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推深新生代企业
家培养“鲲鹏计划”，每年遴选 10名年轻企业家通
过挂职、培训、论坛等形式，培育了一支梯队优良、
永续创新的企业家队伍；实施两新组织“红苗工
程”，累计投入80万元开展专题培训、职业技能竞赛
等“十个一”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系列活动，该工程入
选 2023年全国年度百佳园区党建品牌案例；推动

“万名专家人才服务基层”行动，组建专家团队6个、
专家技术人才42名，开展服务活动30余次，解决突
出问题49个。

为切实改善人才队伍结构，为企业补充各种新
型技术性劳动力。阿拉善高新区通过政府搭建平
台，促使企业与科研院所紧密连接，构建长效合作机
制，先后与中科院、浙江大学等24家科研院所建立合
作关系，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机
制；与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等合作建立就
业实践和人才培养基地，第一批47名毕业生已圆满
完成实习任务，加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步伐。

与此同时，该高新区紧盯社会事业，成立全盟
首家教育慈善发展信托管理平台，募集教育专项资
金1066.2万元；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教体局签订
人才交流协议，开展交流研讨、送教送研等结对共
建活动28次，参与交流134人次；与宁夏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达成合作，吸收
40余名专家轮流坐诊，接诊12000余人次。

阿拉善高新区综合医院为了给群众创造一个
良好的就医平台，多年来持续推进多形式引进高端
医疗技术人才，在专家的引领和带动下，加快创新步
伐，提高医疗技术整体水平，不断扩展新业务、新技
术，医疗质量安全取得质的提升。“高新区综合医院
在党工委、管委会大力支持和领导下，不断加强跨省
区域医疗技术合作，将加大人才引进、专业人员培
训，不断提升医疗硬件设施、软件服务，将综合医院
打造成阿拉善乃至辐射周边的地区管理科学高效、
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施先进、群众满意放心的品牌
医院。”阿拉善高新区综合医院院长何娟表示。

多点发力精心育才 构筑人才发展“强磁场”

人才引进来，怎样留住成为关键。为了让引进来的人才能
够安心创业搞科研，阿拉善高新区倾力优化发展环境，全面夯
实师资力量，稳步提升民生服务水平。李德贵是阿拉善高新区
引进的“银龄教师”，2021年 9月被聘为高新区第一小学数学学
科带头人，在他的带领下学生数学成绩得到明显提升。

良禽择秀木而栖。要想“栽下梧桐引来凤凰”，必须不断完善
政策保障机制，有“硬核”的人才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引进来，留
得住”。“近年来，我们依托银龄讲学、‘鸿雁归巢’、特岗教师等多
种柔性引才计划吸纳高素质、高水平教师，通过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办好家门口的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营造高新区‘拴心
留人’的发展环境。”阿拉善高新区社会事务办副主任王娟表示。

环境好则人才聚。在待遇留人上，阿拉善高新区先后制发《高
新区、示范区人才引进培养和服务保障管理办法（试行）》《创业就
业积分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等，在配偶安置、子女就学等方面提
供保障，大力加强政策支撑，以制度优势和政策红利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用好人才。在事业留人上，实行“全员聘用制”绩效考核、
嘎查“以绩提薪”试点工作，参与聘岗人员每月人均增资2058元，
高新区2个嘎查班子2023年绩效奖励达10.9万元，让广大人才在
待遇上尝到甜头、工作上鼓足劲头、事业上更有奔头。

在环境留人上，该高新区不断加大软硬件环境建设力度，投
入4亿余元建设第一中学、第二小学、全民健身中心等民生工程，
全面夯实师资力量，稳步提升民生服务水平；围绕落实优化营商环
境各项举措，开展“百企评机关”活动，面向驻区企业和居民群众征
求意见，建立台账对账销号，有效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优化
创新创业融资环境，人才更定心。阿拉善高新区健全完善党政领
导干部联系服务专家人才制度，组织召开政校企交流会、企业家座
谈会８次，开展走访慰问3次，累计覆盖高技能人才40余名，并倾
听意见建议、帮助高技能人才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人
才创造了温馨舒心的生活条件，让人才舒心入住、安心创业。

木茂鸟集，水深鱼聚。阿拉善高新区坚持集聚人才的硬环境
与软环境并重，既为人才提供茁壮成长的天地，又为人才创造
温暖如春的生态环境，在事业、感情和待遇上下功夫，增强人才
的成就感、归属感、获得感，有效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作为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能留住人是很重要的，这就需要提供更优
质的社会配置资源，也是‘拴心留人’的一种创新举措。近年
来，阿拉善高新区着力打造人才创新示范区，不断优化人才发
展生态，为人才引进提供精准服务，营造了尊重人才、礼敬人
才、服务人才的良好氛围，有力地帮助我们企业稳定产业工人
队伍、提高生产效率，下一步我们着力激发企业人才的创新创
造活力，共同为打造更美好、更高质量的高新区而努力。”内蒙
古扬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涌波说。

人才是强区之基、发展之要、活力之源。人才强，则产业
强；产业强，则经济兴。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始终坚持把人才
工作作为事关高新区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点来抓，坚持用待遇
留人、事业留人、情感留人，在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同时，充
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平台的人才集聚作用，聚焦
发展、聚力创新，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为人才引进提供精准服务，广大人才
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各路高贤聪明才智竞相涌流，为该高
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构筑人才“强磁场”，凝聚发展“源动力”。如今的阿拉善高
新区，正以最强政策、最好服务、最优环境、最大诚意吸引人才、
聚揽人才、成就人才，正成为让人才大有可为的沃土，人才链、
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人才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初步形成，人才荟萃活力迸发，为该地区高质量发展插上“智慧
引擎”。放眼阿拉善高新区，处处洋溢着创新的激情，澎湃着创
造的活力，活跃着创业的身影，铺展出一幅奋力谱写新时代现
代化建设新篇章的壮美画卷。

一个地方依靠什么吸引人才？越是高层次人
才，越看重事业发展的机遇和空间；人才因产业而
聚，产业因人才而兴，要让事业激励人才，要让人才
成就事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阿拉善高新区正
着力建设战略人才力量、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
绘就一幅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

内蒙古世杰化工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苏叶华，
2010年获得浙江大学应用化学博士，既是管理型人
才，又是技术行人才的苏叶华，曾经带领团队成功
开发了量子点反应装置，在国内外首次实现量子点
的规模化生产。他于2023年获评内蒙古自治区草
原英才，他所在公司成功入选 2023内蒙古科技创
新民营企业30强。“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和企业技
术工作者，能在高新区发挥所长、贡献所学、展现所
能，我感到干劲更足了。化工产业的发展,需要坚

实的技术作为后盾，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研发
投入和项目难题的攻关，为企业自身发展和高新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科技动力。”苏叶华表示。

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瞄准盐、煤、精细化工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聚碳硅烷、石墨烯涂料等高
端新材料项目团队，采用中科院最新科研技术，培
育发展军工、航空、航海等新材料产业。2023年，该
高新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4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家、自治区级

“专精特新”企业2家、自治区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0
家、自治区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实现“专精
特新”企业突破性发展。该高新区的快速发展为广
大科技人才事业发展搭建了“大舞台”，提供了广阔
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阿拉善高新区以产聚才、以才兴产，推动人才
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中盛双还原剂低碳富

氢冶金技术开发与示范项目获批资金支持1000万
元，实现全盟“双碳”领域重大科研项目历史性突
破。柔性引进浙江大学化工学院沈润溥、何彬博
士，进行全氟聚醚新材料项目中试；引进落地中盛
科技与上海交大合作建设年产60万吨锰铁项目，抢
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瞄准生态科技产业，成功引进
谢联辉、李玉、候立安3位两院院士，国家菌草工程
中心首席专家林占熺，培育种植菌草 200亩；引进
重庆交通大学易志坚教授团队，成功孵化“沙子土
壤化”技术，并组建沃诗金公司进行万亩项目中试，
为产业化推广夯实了坚实基础……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如今的阿拉善高新区正着
重打好“引才、育才、用才”组合拳，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让“高精尖缺”的科技人才，能够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作出重大贡献，实现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从而快速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效能提升。

产才融合创新驱动 夯实以产聚才“硬基石”

深 耕 沃 土 精 诚 留 才
铺就人才强区“源动力”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实现科学发展，人才是关键；推动升级发展，人才是引擎。近年来，阿拉善高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

要思想，围绕办好两件大事，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理念，深入实施“人才强区”工程，聚焦发展、聚力创新，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为人才引进提供精准

服务，着力打造人才创新示范区，构建人才工作“大格局”，人才“引育留用”各项工作实现了新的飞跃，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资源，是赋能创新的鲜活动力。近年来，我们高新区着力打造人才创新示范区，坚持‘筑巢’与‘引凤’并重，不断创新开拓人才发展新路径，全方

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速形成了汇才引智的‘洼地’；在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同时，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构建人才工作‘大格局’，为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撑。”阿拉善高新区基层党建办主任魏治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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