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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贸”两手抓 服务“全链条”

舟山加快建设新时代海洋特色人才港
郑元丹 姜沛孜

作为系列国家战略叠加地，舟山一直求贤若渴。
2022 年初，舟山市出台《关于加快打造新时代海洋特

色人才港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吹响了
“加快打造新时代海洋特色人才港”的号角。

聚焦海洋人才方阵、海洋高能平台、人才管理改革、
人才最优生态、人才工作格局等方面的《实施意见》
和10余项配套细则一出台，便“吸睛”无数。

立足特色产业，舟山正在打造“链
条式”招引体系，海洋特色人才港
建设纵深推进。

聚焦国家战略、海洋特色、
自贸经济，舟山坚持产业聚才，
精准招引海洋领域“高精尖”人
才。“在人才政策的推动下，我
们专门从上海期货交易所等知
名 机 构 引 进 10 余 名 金 融 专
家。”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2 名专
业人才担任浙油中心高管，由
8 人组建的专业团队支持浙油
中心专业能力建设，推出中国
舟山低硫燃料油保税船供“买方
报价”“卖方报价”“仓储综合价格”和

“可用商业库容”等，构成中国舟山保税燃料
油指数体系，使“舟山价格”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
助力舟山跃升全球第五大加油港。

聚焦油气全产业链这一自贸领域发展主线，舟山加快
构建自贸人才评价新体系，首创自贸人才举荐制，组建自
贸人才举荐小组自主评价人才类别，完成了首批13名举荐
人选。同时，首创自贸企业认定制，按综合贡献度评选前
20 强自贸企业，对企业引进人才在购房补贴、税收奖补上
给予政策加码。自贸人才创新积极性被充分调动，2022年
自贸区舟山片区取得10项“全国之最”重大改革成果。

高规格举办学术交流会，招引高端人才。聚焦海洋5G
通信、氢能开发储运、海洋工程装备等先进领域，舟山锚定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国际土木工程师协会

（ASCE）等专家组织，举办第三届 IEEE 地质/测绘与遥感
国际学术会议等海洋小众专业领域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20
余场，引进国家级人才16人。

制定专项政策，构筑青年人才集聚“强磁场”。
舟山单列“舟创未来”海纳计划青年英才专项，
将青年人才入选比例提高到 50%，同时，
将市科技项目青年负责人比例提高到
30%，大力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
角。舟山通过与海洋十校合作、引才关
口前移、实习实践预热，推动博士后工
作站建设、青年人才预储模式接续发
力。2022 年，新引进青年博士人数同
比翻番。

一条条的“太阳线”，昂扬向上：
2022 年，全市引育“高精尖”人才同比
增长 30%，新聘海洋特色产业工程师同
比增长 25%，新引培高技能人才同比增
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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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强市之本、创新之源、发展之基。

从中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到

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再到中国(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舟山片区，舟山将“战略叠加、海洋特色”优势

转化为“实干争先、赶超发展”的态势和胜势，激活人

才引擎。

围绕海洋、自贸特色，舟山丰富人才谱系、提升

人才效能、做强人才平台、迭代人才生态，打造人

才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2022年，舟山跻身中国人

才引力指数榜25强、中国城市引力榜50强。

乘海洋之势，聚英才之智。舟山正在打好人才

发展“组合拳”，加快建设新时代海洋特色人才港。

作为“千岛之城”，毫无疑问，海洋
是舟山最具特色的发展基因之一。

结合海岛地区实际，立足产业发展
需求，提高人才吸纳能力，舟山有效形
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才发展平台。

2022 年 5 月 17 日，备受瞩目的东
海实验室揭牌成立。当天，舟山市与浙
江大学、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签
订了《合作共建东海实验室框架协议》，
标志市校所三方进入更全面、更深入的
合作阶段。

东海实验室的成立，不仅使得舟山
成为全省第一个拥有“海洋科技”领域
省实验室的设区市，而且拥有了一把能
一步步为舟山打开“海洋发展之锁”的

“金钥匙”。
“目前，我们正在集中攻坚一批重

大科研项目，加快推进高层次人才引
进、创新团队组建等工作。”东海实验室
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时，有序实施三大
领域路线图规划项目和 13 项预研项
目；编制紧缺人才招引目录，发布 50 个
海洋领域关键岗位高层次人才需求。”
预计到 2026 年，实验室将汇聚 1000 人
左右的海洋高层次人才队伍，形成若干
重大原创性成果。

“成链成系”的海洋特色人才平台
积蓄着澎湃的创新动能，为舟山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提取纯化车间、酶解发酵车间、软胶
囊生产车间⋯⋯走进舟山人才创业园内
的海洋生物产业中试研发基地，宛如来到
一个科技感十足的新世界。2021年底启
用的这个聚焦海洋生物产业的中试研发
基地，为初创企业从研发到投产打造了一
个“中间站”。目前，该基地已引进上海理
工生命源团队等人才科技企业入驻。

秉持“谁使用谁最有发言权”的原
则，2022年，舟山在全省试点的14个特
色产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中首创职
称自主评审机制，向用人主体充分授
权。围绕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将初级、中
级职称评审权向舟山智慧海洋产业工

程师协同创新中心下放，已评出首批30
余名初级、中级工程师。同时，积极打通
智慧海洋领域创新链到产业链的“最后
一公里”。目前已累计聘任产业工程师
115人，参与“揭榜挂帅”项目81项。

2022 年，舟山与浙江海洋大学、浙
大海洋学院签订了新一轮市校合作备
忘录，最大限度地把高校人才优势、科
技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聚焦海洋渔
业、海洋电子信息等区域主导优势产
业，尤其在舟山“一条鱼”产业创新技术
攻关上，浙大海洋学院成功实现在智能
养殖、冷链保鲜、精深加工及物流溯源
等全产业链环节内 6 项自主研发成果
的转化应用。开展各类技术服务 300
余家次，解决技术难题 50 余项，为企业
增收效益数千万元。

聚焦海洋特色 筑好产才融合“凤凰巢”

人才发展环境是影响人才竞争的
关键因素。舟山打通人才服务链条，推
动人才服务宗旨从“引聚人才”向“成就
人才”延伸。

聚焦为各类人才解决好“关键小
事”，舟山当好人才“娘家人”。在人才
公寓楼下，有一家人才外文书店，上下
两层，书架上罗列着古今外文作品和儿
童外文绘本。这里，会不定期举行由翻
译者协会发起的英文书籍分享活动，吸
引各类人才纷纷前来打卡。

以海为媒，以礼敬才。去年 6 月，
首届“舟创未来”人才专享周启动。通
过市、县（区）联动，在为期一周的人才
专属专享活动中，共举行各类人才活动
70余场，惠及各类人才5万余人。“我们
以城市的最高礼遇传递舟山爱才、重
才、敬才的诚意和热情，在全社会营造
尊重人才、服务人才的浓厚氛围。”舟山
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说。

城市引聚了人才，也成就了人才。
在海平面下 1000 米，一款可完成

停机坪“起飞”、“空中”悬停、原地 360
度旋转等技术动作的“水下直升机”从
海底基站起飞，进行海底观测任务。这
是浙江大学海洋学院陈鹰教授团队为
突破深海探测关键技术而研发的重点

科研设备。
重点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保障到

哪里。面向企业，舟山创设人才政策进
企业、专家智库进企业、创新成果进企
业、服务专员进企业“四进”人才保障工
作法。人才服务保障到位，企业创新动
作不断：2022 年 2 月，人才企业领衔人
林东团队研发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
LHD1.6兆瓦潮流能发电机组正式并入

国家电网，并与国家太空实验室同框入
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国内十大科
技新闻；李宁博士带领团队研发了国内
首台量产型纳米级压印设备，并成功实
现在光电领域的产业化应用⋯⋯

舟山还深化开展人才企业进阶培育
工程。2022年全市共举办企业提能、创
业记账、银企对接等10余场专题活动，对
接人社部邀请20余名国家级创业导师开
展创业导师帮扶活动。在人才企业中新
培育国家高新企业 4 家、国家科小企业
20家、年产值上亿元的人才企业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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