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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才争夺战日趋激
烈。就在两会期间传来消息，南
京、杭州、济南都在出台政策或
实施细则吸引人才。怎样才能
在这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才
争夺战中，既能留住“儿子”，又
能招来“女婿”？该出台怎样的
配套措施才能更好地留住人
才？

这个话题引起了与会代表
委员们的热烈讨论。

本报特派记者 王皇 高寒 张玉岩

机器人公司跟院校合作
破解人才困境

张赛是济南第一家机器人企业
翼菲自动化的创始人之一，他是济南
人，先后在清华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读书。回济南创业时，已是深圳
一家上市公司生产研发方面的高管。
他坦言，在山东创业做工业机器人有
困难，难题之一就是人才问题。

对他来说，最理想的人才是来自
国内一流院校的精英，然而这些高端
人才往往都奔向了国内一线城市，

“很难留得住他们。”张赛感慨道。在
经历过招人难以及技术难题难以攻
克的困局之后，他开始想其他办法。
其中跟高等院校合作，就成了他破解
人才和技术瓶颈的一张牌。

对此，他颇有心得。去年11月6
日，翼菲自动化刚刚发布的那款“猎
豹”并联机器人，就是与清华大学的
刘辛军教授团队合作的产物。而从与
刘辛军教授见面交谈到最终做出产
品，张赛仅用了半年时间。这样的转
化时间比公司创立时原型机一年半
左右的研发时间已经大大缩短。

张赛说，目前对工业机器人的
研究，国内不少高校已经有较高技
术和理论水平，而公司在控制系
统、算法等软件方面则更有优势，
因此与高校合作后生产出产品，运
用到实际生产中，再不断进行磨
合，已经实现了控制系统和软件方
面的多次迭代。

同样作为省内机器人企业的领
军，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绪平也表示，他们也有一支

“兼职”的科研队伍。“这些人主要包
含国内外科研院所、各高校、知名公
司的科研人员。”他说，企业现在将他
们彻底招入麾下比较困难，因为他们
这些人目前一般拥有比较良好的工
作和收入，跳槽的意愿也不会很强。

“公司用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王
绪平介绍，他们可以与之进行项目合
作、技术攻关等。

到美国、到北上广
异地设立事业部

当然，他们也同时遗憾地说，校企
合作只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方式。“如
果能把人才攥在自己手里，对于企业
研发的稳定性、持续性都会有好处。”但

对于山东的机器人生产企业，特别是
位于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的企业来说，
招揽人才时遇到的限制会更大。

迈赫机器人的注册地就位于潍
坊诸城。王绪平说，高端人才都是身
怀绝技，行业内相互挖人现象非常严
重。这也造成了人才流动性大，催生
了人才招聘的高成本。“尤其是在智
能装备设计研发等领域，省内人才比
较匮乏。”

迈赫机器人面向汽车、机械制造
等企业，提供各类工业机器人。王绪
平介绍，企业对机械、自动化、电气、
软件开发、物联网等相关专业有大量
的人才需求。“我们毕竟是位于县城，
因此除了更加主动地四处搜罗人才
外，更需要采用一些新型的人才培养
和使用模式。”

这是他们解决技术和人才问题
的另一张牌。他举例说，目前迈赫机
器人的专职研发队伍分为两批。一批
是在诸城，主要负责涂装、传送等技
术的研发。“此外，迈赫在北京、天津、
上海、济南等地都建立了研究院。这
些研究院笼络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才，主要进行软件开发、机器人研究、
智能焊接、物联网、智能绿色建筑设
计等研究。”

而即使身处省会城市济南，翼菲
自动化也拥有几处异地的研究院。比
如在企业创业早期，他们还在美国硅
谷设立事业部，有硅谷的相关人才对
公司进行科研支持。这在企业创业之
际，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目前，
该公司在上海和深圳设立了分公司，
一旦有急需的人才不愿意到济南来，
也可以选择到上海或深圳工作。

当然由于远程管理的效率和成
本都有所提升，因此，他们还是希望
高端人才能直接来到总公司工作。

“目前我们的研发人员都在济南，招
聘人才时还是会优先说服他们来济
南。但未来如果有这样两难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给人才提供更多的选
择。”张赛说。

打好“感情牌”
吸引外地优秀人才回乡

在全国人才争夺战激烈的当下，
高端人才也面临着被“挖角”的可能。

就在前几天，张赛刚刚送走了几
位来自其他城市的客人。这些客人是
当地专门负责招引项目的政府官员。

“不少城市都非常重视工业机器人产
业的发展。”该公司市场战略发展部
总监孟琬婷介绍，在了解到翼菲自动

化这个新兴初创企业后，不少企业便
过来挖人，甚至想游说到他们所属城
市开办企业。

孟琬婷说，其中的一个一线城市
给出了厂房3年免租金，而另一个一
线城市则承诺，只要企业过去，企业
高管能以1 . 3万一平米的价钱购房。
这些福利条件再加上产业集聚效应，
如果真的搬到那里，对企业发展会更
加有利。但公司的核心团队都是山东
人，始终秉承着在家乡创业的初心。

张赛直言，对于高端产业，济南乃
至山东的发展环境方面与南方城市有
差距，想吸引人才，可能更多的是打乡
土情结这张牌。“山东人普遍有乡土情，
这对公司引才方面是一个突破点。目
前，公司的研发人员多是省内山东大
学、济南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的毕业生，
或国内高校如清华大学、哈工大、上海
交大毕业的山东人。”

“我们山东人讲义气、豪爽、重感
情，那我们的政府是不是也可以多从
软件、情感上下下工夫呢？”江苏省山
东商会会长鲁宏振说，如何让在外地
的优秀山东人回去创业，其实是个很
值得研究的问题，打好感情牌要下细
功夫。

人才配套措施
可以更灵活些

“我们好不容易从国外引进的人
才，如果配套跟不上，很快就被别的
省份挖走了。”9日下午，全国人大代
表、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威东感慨现在人才争夺战越来
越激烈。

在科技创新成为社会共识的当
下，全国各地的人才争夺战升级，作
为企业负责人，王威东说，“目前中央
和省里引进人才的政策非常好，但是
配套的措施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
间。”他认为，目前山东的快速发展，
亟需引进大量人才，我们引才的配套
措施可以更灵活些，以便适应这种爆
发式需要。

据悉，近年来，山东的人才措施
也一直在出新。为灵活引进“杰出人
才”和“领军人才”，去年山东出台了

《引进顶尖人才“一事一议”实施办
法》。目前，山东已经确定了首批7名

“一事一议”引进的顶尖人才，其中杰
出人才3人、领军人才4人。

这7人集中在高端装备、新能源
新材料、医养健康、现代高效农业等
产业领域，与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十强
产业契合度高。

本报特派记者 陈玮

“县域特色文化产业不能‘高
大全’，而是要‘小而美’‘小而
专’，注重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
势，突出重点产业。”近日，全国政
协委员、省作协副主席李掖平就
我省县域文化产业发展提出建
议。

她说，山东是文化大省，有着
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我国很多省
份的县域文化产业与西方发达国
家相比，依然面临着基础薄弱、总
量不大、动力不强、创新不足等很
多问题。特色文化产业的种类偏
少，很多县市“千城一面”，特色不
突出、特色资源的深度开发不够。

李掖平讲了一个故事。有一
家公司邀请她作为专家，参加一
个淄博旅游推介论证会，计划把

“牛郎织女的感情故事”作为当
地县域旅游的一个亮点。“这个
想法很好，但对于淄博来说，更
有吸引力的，是作为齐国的发祥
地。”李掖平说，稷下学宫的兴
盛、当时商贸文化的高度发达，
以及齐文化学说的基本建立，都
是当地独有的文化资源。以齐文
化作为文化资源推介，要比一个
浪漫爱情故事更能体现当地的
文化特点。

李掖平建议，各县区要摸清
自己的家底，找到自己最具代表
性的亮点，把握自家的“拳头”产
品。把握好“拳头”产品，必须因地
制宜。县域特色文化产业不能“高
大全”，而是要“小而美”“小而
专”，要注重因地制宜，发挥比较
优势，突出重点产业。尤其要发挥
重点行业的品牌效应和规模经济
效应，对相关产业形成吸引力和
辐射力，进而逐步布局文化产业
全域化发展的体系。

人才争夺战日趋激烈，各地纷纷发政策红包

招招““女女婿婿””留留““儿儿子子””，，鲁鲁企企很很拼拼
全国政协委员李掖平:

县域特色文化产业

要“小而美”

迈赫机器人的员工正在调试

机器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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