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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聚最名邑
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

当我们把一次次重大改革“串联”起
来看，就会发现，“人”是始终如一、贯穿到
底的一条清晰主线。

当前的余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
力度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如何让“人”
这一“关键变量”持续转化为驱动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最大增量”？

从顶层设计入手，余姚出台了《关于
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全力打造“六个
最名邑”的实施意见》系列文件。余姚以
打造英才汇聚的“智造最名邑”、追梦逐梦
的“营商最名邑”、双向奔赴的“才聚最名
邑”等为目标，统筹推进“三支队伍”建设，
加速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革是关键，高素
质干部队伍是打通政策性堵点最强劲的
牵引动力。余姚持续打好提拔使用、职级
晋升、考核奖励、评先评优组合拳，大力营
造真抓实干、奋发敢干的浓厚氛围，着力
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

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创是引擎，高水
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队伍是突破产业
链卡点最硬核的智力支撑。余姚聚焦

“35”千百亿产业集群，瞄准新领域新赛
道，大力招引科技领军人才，深化实施本
级重点人才工程，推出姚江英才项目“青
创专项”“海创专项”。

发展新质生产力，技术是动能，匠心
聚，百业兴。在高素养劳动者队伍建设方
面，余姚正在高水平建设技师学院，加大
专业师资人才引进和技工专业人才培育

力度，组建余姚工匠赋能团，打造余姚工
匠赋能学堂。

引得凤凰来，更要凤凰栖。引才和育
才之后，留住人才，并为人才创业创新营
造良好的条件是更长远的考验。

余姚经济开发区和中意宁波生态园
两大产业平台集聚起一大批新能源、新
材料、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阳
明工业技术研究院、浙大机器人研究院
等平台陆续搭建，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
签约正有序推进中，这为人才的培育和
发展创造了丰富的养分环境。

同时，以 21 家上市企业、14 家国家级
“单项冠军”、46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和 805 家高新技术企业为龙头，以
1748 家规上工业企业为核心的企业梯队
层层递进，为天下英才汇聚余姚、百舸争
流千帆竞发提供了广阔舞台。

截至目前，余姚市已引育省级以上重
点人才 120 余名、宁波“甬江人才工程”
135 个；近 3 年引进大学生等青年群体 4.3
万人，引育高技能人才 2.13 万人，入选新
时代浙江工匠系列 61 人、宁波工匠系列
123 人，累计拥有各级劳模 441 人。数据
最有说服力，一座人才强市的实力和魅力
尽在其中。

近悦远来，余姚主动打开大门迎接所
有奋斗者，打造智造“最名邑”人才首选
地，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的同频共振、青
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营商最名邑
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
对于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余姚有着超 18 万

户 经 营 主 体 ，2
万余家工业企
业 ，其 中 规
上 企 业
1700 余
家 ，年
产值亿元
以 上 企 业
400 余家，是
长期位居全国
工业百强县第一
梯 队 的 工 业 大
市。要稳住工业经
济的“大盘”，离不开一
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当前，企业的“急难愁
盼”多是难啃的“硬骨头”，
需要各级政府开展有效的跨部门协同。

“放管服”改革、“道德银行”、“诉查
查”、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准入准营“一
件事”⋯⋯一系列创新项目应运而生。
余姚全市齐齐发力聚焦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的“堵点”“难点”“痛点”，探索突破性、
系统性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破题举措，谋
划推进全域改革，各项政策红利持续释
放，营商环境“软实力”越来越强。

从“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这
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跃进——

今年，围绕深入贯彻落实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部署要求，余姚制
定出台《2024 年余姚市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一号改革工程”工作要点》，明确了以
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为龙头、五大环境重
点任务为支撑、17 项专项行动为抓手的

“1+26+17”营商环境改革任务清单，打造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营
商环境升级版。

其实在此之前，余姚就已经做出了一
系列“大动作”，形成一批具有余姚辨识度

的标志性成果：针对企业的高频需求，成
立了特色化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创新打造
了“中介管+”数字化监管服务评价平台；
中介服务规范治理集成改革获评省改革
突破奖、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最佳实践案
例；延伸打造宁波市（县、区）首家涉外法
律服务分中心；涉案企业账户“活冻结”柔
性执法模式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优秀
案例”⋯⋯

余姚以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为牵引，
持续优化政务、法治、市场、经济生态和人
文环境。

2023 年，余姚获评“企业家幸福感最
强市（区）”，入选全省要素、法治、创新三
大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十强榜单，企业的
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文润最名邑
深挖阳明文化当代价值

余姚素有“文献名邦”“人文渊薮”之
盛誉，历史上思想大家、文化名师灿若星
河，王阳明是其中耀眼的那一颗“明星”。
他诞生于此，讲学于此，留下了姚江学派、
姚江书院等不朽的文化遗产。

从2015年开始，余姚连续9年在王阳
明诞辰日举办阳明文化传承系列活动，深
学笃用阳明思想，让阳明文化飞入寻常百
姓家，滋养四明大地，为现代化美好活力

“最名邑”建设注入强大、持久、深远的文
化力量。

“以文润城、城文相融”增进历史厚
度，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余姚交相
辉映。一方面，注重微改造、保留烟火气，

突出做好姚江书院、中天阁、龙泉寺等相
关文化遗存的保护利用；另一方面，不断
培育壮大“阳明故里 心学圣地”核心 IP，
打造文化地标。2019 年余姚启动了阳明
古镇建设，2023 年客流量达 450 万人次，
带动消费超 1.3 亿元。“阳明文化”成功入
选省文化基因解码“优秀解码项目”和省
首批文化标识创新项目，不断擦亮“阳明
故里·智汇余姚”地域品牌，切实将阳明文
化融入城市发展血脉之中。

“以文兴业、文旅融合”增进发展效
度，阳明“活”进了现代余姚高质量发展布
局里。余姚以深化省全域旅游示范县

（市、区）建设为抓手，加速阳明文旅等国
企改革创新，做好阳明文化保护利用规划
与文旅产业发展规划对接；因地制宜开发
精品旅游线路，推动阳明故居、河姆渡遗
址、浙东红村横坎头等景点“串珠成链”，
不断提升余姚文旅产业的内涵和品质。
同时，创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
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让阳明文化“火
起来”，与一个地域的未来同频共振。

“以文惠民、共建共享”增进民生温
度，深挖“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阳明文
化内在精髓的当代价值。2017 年起，余
姚全力铺开阳明文化“六进”活动，进机
关、进村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
网 络 ，让 阳 明 文 化 浸 润 余 姚 的 大 街 小
巷。目前，余姚 114 所中小学校中，以

“阳明”命名的就有 12 所。随着《王阳明
大辞典》、电视连续剧《阳明传》等文艺精
品的创作与出版，阳明文化学术研究不
断深入，将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

“以文为媒、开放开明”增进传播热
度，着力提升阳明文化海外传播品牌。
近年来，余姚持续挖掘文化资源，积极创
新传播方式，聚力实施阳明文化海外传
播工程，推动阳明文化的世界表达，全力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切实提升
阳明文化在海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
同时，携手绍兴、贵州、江西等地，联合举
办世界阳明学大会、阳明心学高峰论坛
等高端活动，共同推动阳明文化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

改革改革，，是时代的强音是时代的强音，，也是一种制度的历久弥新也是一种制度的历久弥新，，亦是一个社会的蓬勃生机亦是一个社会的蓬勃生机。。

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余姚始终走在全国百强县前列余姚始终走在全国百强县前列，，靠的就是勇立潮头靠的就是勇立潮头、、实干争先的实干争先的““改革基因改革基因”。”。

锚定现代化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改革再深化。。站在新的起点上站在新的起点上，，余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排头兵的姿态余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排头兵的姿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一招关键一招”，”，深入贯彻深入贯彻““六大变革六大变革””理念理念，，在在““勇当先行者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谱写新篇章””的征程中勇挑大梁的征程中勇挑大梁、、争走前列争走前列；；在改革的滚滚大潮和浩浩东风中全在改革的滚滚大潮和浩浩东风中全

面推进现代化美好活力面推进现代化美好活力““最名邑最名邑””建设建设，，奋力打造改革县域实践典范奋力打造改革县域实践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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