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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日报记者 刘法营 通讯员 晁 峰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开出新

局，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步履铿锵……瀚海戈壁上的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辽阔土地，因为聚纳

了一股股人才“活水”，而为海西州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衍生出无限

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西州一项项引

才聚才育才举措层出不穷，一个个人才

渠道纵横交错于海西热土，海西大地谱

写了持续贯彻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

大要求，奋力推进“一优两高”战略的新

发展乐章。

“多元化”“精准化”
引才聚才铸就发展“硬核”
这是渴望更好发展聚全州之力筑

起的人才强州蹊径，这是立足新起点、

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派生出的人才

支撑新气象。

海西州结合自身发展实际，以深入

实施“高端创新人才百人计划”等人才工

程作为重要抓手，运用经济、政策、行政

等多种方式，大力引进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培养本土“工匠

式”专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引来各类

优秀人才为海西州拓展新发展空间奠定

人才基础。先后引进大批领军人才、拔

尖人才，培养出本土“工匠式”专业技术

人才和产业工人数万人之众。

正是依托高科技人才的支撑作用，

青海盐湖工业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

基地中得以攻克一个个难题，集合优势

科研资源，强化创新产业链、供应链的

有效对接，以高端人才支撑起青海盐湖

产业未来发展之路；正是依托引进人才

和本土人才的集聚效应，海西清洁能源

产业铺出了一条走在前列、奔向朝阳之

路。

缩影折射出海西州引贤育才、聚力

赋能生发的实效。海西州以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为导向，聚焦新能源、新材料、

盐湖化工等重点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

生态建设等领域，探索构建全方位、大

视野、立体化的引才引智新模式。以产

业和项目为纽带，采取双向兼职等引才

办法，推动人才资源的多形式开发共

享，最大化发挥各类人才作用。

鼓励支持重点企业、工业园区等用

人单位和部门，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尤其是与大院名所、“两院”院士、

重点企业对接，精准引进急需紧缺人才

来海西州开展智力支持。并将招才引

智与招商引资有机结合，在引资项目中

挖掘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充分运

用和发挥对口援青平台作用，变资金援

青为人才援青、变项目援青为智力援

青，使对口援青成为海西引才的增长

极、用才的新高地。

“本土化”“特色化”
育才养才形成辐射效能
立足新征程，贯彻新理念，融入新

格局。注重人才培养的“本土化”“特色

化”，成为海西引才育才的一大亮点。

在引进各类紧缺人才的基础上，海

西州不断在优化本土人才发展环境、注

重在本土人才培养上“做功课”、下功

夫，提升现有人才的能力素养，激发人

才创新创业的激情和动力，让本土人才

真正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为本土人才

为海西发展提供更好平台和更大空

间。其中“五个着力强化”为海西构建

人才高地显化实效。

——着力强化创新型企业家队伍

建设，逐步造就出了一批具有全球战略

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社

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和一支高素质

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

——着力培养一批站在国内、省内

科技前沿、能够组织重大科技项目攻

关，参与国内、省内竞争的高级专业技

术人才；着力强化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支持园区、企业与职业院校开展学

科专业攻坚，创建了一批技能大师工作

室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海西制

造、海西创造培养了一批能工巧匠。

——着力强化选派科教、卫生、农

牧等专业人才到基层开展智力服务，充

分发挥人才在巩固提升全州脱贫成效和

有效衔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

用；着力强化建立健全创新创业教育培

训体系、平台支撑体系、扶持服务体系，

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格局。

育才养才的良好机制，为事业蓝图

落地落实提供了可靠保障。

“展其长”“尽其能”
为人才使用构建良好舞台
激励产生效能，平台使人才“各擅

其长”“各尽其能”化为现实。

海西州把促进人才全面发展、充分

发挥人才潜能作为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的重要目标任务，以此提升人才与经济

社会发展融合度。完善用人单位和人

才的“双向选择”机制。推进人才契约

化管理，促进人才在区域、产业和不同

所有制之间的合理分布，从而使人才布

局在调整中日趋优化。出台《海西州支

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岗创办（领办）

企业的实施意见（试行）》，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厚植土壤。

探索实行职业经理人资质评价制

度，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经营业绩和

综合能力等指标评价体系，一批企业高

端管理人才在脱颖而出中从“幕后”走

向“前台”。立足适应全州产业发展之

需，拓展新的专业技术评审领域，为更

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成长提供良好环境

和更为广阔空间。打破区域和行业界

限，疏通人才流通渠道，实现人才资源

社会化和人才资源共享化。拓展人才

服务领域，建立健全各类人才和劳动力

市场信息库，定期发布人才和劳动力供

求信息，并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敢

想者“开绿灯”，为敢干者“兜住底”，使

各类人才在良好环境中投身海西高质

量发展大潮。

“使用人才”更以“感情留人”“事

业留人”，使海西建设事业赢得了“有源

之水”“有本之木”。健全各项保障机

制，全面落实各类人才特殊支持政策，

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同

时，靠事业“拴心留人”，围绕盐湖化工、

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牧业等构建了

新的人才集聚区，围绕打造“四地”建

设，柴达木盆地正在隆起建设主阵地，

伴之而来的人才潮也正浸润着这块干

事创业的热土。

让人才智力为高质量发展架起“四梁八柱”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西州人才工作综述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蓝智晖）日

前，浙江援青“对口援建项

目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

行。该管理系统由浙能技

术研究院开发，包括项目智

能统计、项目管理、数据分

析、信息通知、资讯展播等

多个功能模块，初步实现了

项目管理工作由线下人工

操作转为线上统一管理。

据了解，浙能技术研究

院信息系统开发经验丰富，

自启动“对口援建项目管理

系统”开发以来，始终高度重

视，投入优质资源，在前期大

规模调研摸底的基础上，专

门抽调骨干人员成立项目

组，精心策划、聚合资源，倒

排工期、加班加点，在较短时

间内完成了需求调研、架构

设计、功能模块开发、系统测

试等工作，按计划实现了系

统上线试运行的目标。

在试运行过程中，浙江

省援青指挥部根据各方反馈

意见，不断对系统提出迭代升级、优化

用户体验等要求。经过持续优化完善，

该系统已稳定试运行 3个月，能较好满

足业务需要，目前正式转入运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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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伊 克 高 里

高速路政大队联合香

日德高速养护大队、诺

木洪高速养护大队等

部门结合辖区路段特

点，前往辖区桥涵、连

续长上下坡、隧道及易

发生积雪结冰的重点

路段进行实地查看、梳

理登记、查漏补缺，为

应对恶劣天气做好充

分准备。

通讯员 张志辉 摄

柴达木日报讯（通讯员 李 琸

玮）12 月 12 日，海西州德令哈市消防

救援大队针对一起违规占用消防通

道的违法行为，开出了全省首张“电

子告知单”。

据了解，当日该消防救援大队在

监督检查中发现有车辆违章停放在小

区消防通道上，在无法联系到车主的

情况下，大队消防监督员决定对此车

开出“电子告知单”。监督员将违停

车辆的车牌、违停时间等照片信息上

传至后台管理系统，依法将“电子消

防罚单”贴在车辆驾驶位的车门上，

并登录后台管理系统一键锁定，短信

提醒违法行为人到辖区消防大队接受

处理。这是自 2021 年 12 月 11 日海西

州消防救援支队启用吸盘式占用消防

车道“电子告知单”以来首次使用。

据介绍，“电子告知单”利用内部

的天然橡胶真空吸盘，牢固地吸附在

车门上，不会对车辆造成任何损坏，

但吸力却达到 300 千克以上。此设备

可实时监控违停车辆的运行轨迹，待

机时间最长可达 2年。

德令哈开出全省首张消防“电子告知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