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海洽会暨首届山东人才发展大会启动

山东38个系列引才项目“全球招贤”
10月14日，第十一届中国·山东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暨首届山东人才发展大会在济南启幕。大会诚邀四海宾

朋，汇聚八方英才，共商合作大计，共享发展机遇。
据悉，本届“海洽会”持续到10月30日，首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上为主的方式，面向全球发出“招贤令”，

推出引才宣讲、人才高峰论坛、人才对接洽谈活动、高端专家服务基层等4大板块38项系列人才活动。据统计，省留学
人员协会组织38个海外协会和社团组织，共计4387余人通过智慧云平台观看启动仪式，范围共涉及德国、瑞士、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

“海洽会”源于2001年4月
在青岛、威海举办的“海外百名
博士创新周”，每两年举办一
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搭建
了山东与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
对接的重要平台。山东通过“海
洽会”平台引进留学人才5000
余名，高新技术项目3500多个，
落户留学人员企业800多家，这
些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分布在全
省各个行业领域，为经济文化
强省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海
洽会”也与大连“海创周”、广州

“海交会”并列为全国三大引进
高端人才交流活动。

中国·山东海内外
高端人才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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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海内外和齐鲁人才
“人才山东”品牌再升级

汇聚海内外智力，助推高
质量发展。据了解，“海洽会”
每两年举办一届，按计划，今
年举办第十一届“海洽会”。今
年初，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
实施“人才兴鲁”行动打造新
时代人才聚集高地的若干措
施》，其中提出：定期召开人才
发展大会，推介“人才山东”品
牌。为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势，
大力宣传山东人才发展环境，
我省将第十一届“海洽会”与
山东首届人才发展大会融合
举办，“抢抓机遇，多揽才”。

“我看到广大的海外人才
对‘海洽会’都给予很大期望，
他们带来很多重大项目，在这
里进行广泛的交流探讨。”人
社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
才理论与技术研究室主任、研
究员孙锐说，在聚集海外人才
方面，山东以更开放的力度在
全国形成了样板，吸引了更多
人才切实把项目和专长落回
国内。“原本海洽会着重于海
外人才引进，此次和山东人才
发展大会融合，是党管人才总
体布局之下的谋划提升，这说
明我们同样重视本土人才的
培养，也标志着‘人才山东’品
牌从格局和量级上进一步提
升。”

在招引海内外人才的同
时，聚焦山东本土人才发展，
近年来，我省在推动产业人才
集聚和层级上升方面，做出了
实实在在的贡献，推出了惠及
人才的“一揽子”政策。例如：
对新增的人事关系在我省或
经认定长期在鲁的“两院”院
士，一次性拨付科研启动经费
100万元；对重点支持引进国
际一流或顶尖人才团队，管理
期4年内，省财政最高给予400
万元人才津贴；全职来我省开
展创新工作的给予最高5000
万元综合资助。

此外，山东省人才发展战
略研究院于“海洽会”开幕式
揭牌。同时，举办了山东人才
发展战略论坛，围绕“人才·产
业·发展——— 十四五山东人才
发展全面开创之路”主题，邀
请知名专家学者，研讨如何完
善政策、搭建平台、营造环境，
吸引更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来山东创新创业。

专版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A05
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编辑：王小涵 组版：刘静

线上活动17个

线下活动15个

线上+线下活动6个

主要包括4大板块

引才宣讲16场,由全省16市有关领导同志宣讲推

介各市的人才政策。

人才高峰论坛10个，由省内高校或科研院所

组织，邀请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优秀青年人才参加。

人才对接洽谈活动和高端专家服务基层
活动共12个，根据基层发展需求，邀请海内外的高端专

家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开展对接服务。

具体安排：

面向高端，体现特色
16市线上线下同步揽才

建立常态化引才机制
打造永不落幕的海洽会

第十一届“海洽会”一个
突出的创新点，就是推动建立
人才项目常态化对接机制，推
动招才引智工作从依靠活动驱
动转变到靠制度、靠机制、靠
平台上来。

省人社厅副厅长周春艳此
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要
充分发挥省留学人员协会、高
层次人才促进会、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等市场主体作用，精准
对接引进急需紧缺的优秀人
才。建设智能化网络信息云平
台，常态化开展人才对接交流
活动，健全完善省内高校、科
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与海内外
高端人才信息交流、资源共
享、项目对接的长效机制，打
造永不落幕的‘海洽会’。”

在具体工作中，建立“不
落幕”办会模式，将“一场”
活动变为“一系列”活动、将
“一个地方”举办扩大到覆盖
“全省16市”、将活动从“时
间点”变为“时间段”并持续
开展系列后续活动，确保人才
引进“源源不断”、项目落地
“遍地开花”；建立“不断
线”对接机制，建立稳定的联
系渠道，为常态化引进海外留
学人才搭建平台，如通过在平
台一次报名，即可在全省范围
内参与重点扶持项目遴选；建
立“常态化”服务体系，简化优
秀留学人才引进流程，实行来
鲁工作签约承诺制，签约后暂
无法来鲁报到的，用人单位可
保留岗位12个月。

主要包括引才宣讲、人才高
峰论坛、人才对接洽谈活动、高
端专家服务基层等4大板块，其
中，引才宣讲16场，由全省16市
有关领导同志宣讲推介各市的
人才政策；人才高峰论坛10个，
由省内高校或科研院所组织，邀
请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优
秀青年人才参加；人才对接洽谈
活动和高端专家服务基层活动
共12个，根据基层发展需求，邀
请海内外的高端专家通过线上
线下的形式开展对接服务。活动
主题集中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十
强”产业展开，承办或参与单位
基本涵盖了16市和省内知名高
校和科研院所。

三箭集团党委秘书兼组织
人事处处长李晓卉在济南省会
经济圈校企地合作推介会上提
到：“我们刚刚与天津大学、东南
大学这两所建筑类名校达成合
作意向。三箭集团是济南的大体
量单位，将作为高校实践基地，
可利用政策优势吸引双一流高
校毕业生扎根济南，集团的中高
层骨干还能到高校进行深造。”
此外，东营市还将围绕“5+2+2”
产业体系，开展海外留学人才石
油装备产业对接洽谈会；为交流
农业先进技术，威海市将举办中
日韩高端农业专家云上对接会。

推出人才发展“指南”
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人才是支撑和引领产业发展
的重要资源。如何更好发挥人才作
用，有效助力新旧动能转换、精准
赋能产业发展？“海洽会”上，我省
发布《山东人才发展蓝皮书》与

《“十强”产业人才开发路线图》。
2 0 1 7年以来，山东省委、

省政府紧紧围绕人才强省战
略和“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目
标定位，以激发人才创新创业
活力为核心，为推动山东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
支 撑 。《 蓝 皮 书 》显 示 ：截 至
2 0 2 0年6月，山东共有住鲁院
士86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3385人，山东省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1536人，中华技
能大奖获得者18人，全国技术能
手525人，齐鲁首席技师1657人。

在一系列人才新政的有
效推动下，以青岛、济南为双
核心的区域性人才集聚中心
正在加速形成，人才发展支持
区域合作发展的能力不断提
高。《路线图》聚焦“十强”产业
所需，科学布局人才资源、精
准谋划人才发展措施，推动产
才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总结山东人才强省建设方
面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绩，面
向高质量发展新任务分析可能
存在的问题，《蓝皮书》和《路线
图》将为加快实现新时代现代
化强省目标建言献策。山东社
科院院长袁红英说：“相信重视
人才，重用人才的山东，必将‘因
人而兴，因才而强’。”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一届
“海洽会”推出38个系列人才
交流活动，首次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以线上为主的方式，
面向全球人才发出“招贤令”。

具体来看，线上活动17
个，线下活动15个，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活动6个，时间持续
到10月30日。

山东省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揭牌仪式。

大会推出38个系列人才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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