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园区破解人才难题的新探索

韩 强

开发区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在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的当下，基层园区如何破解人才难题、探

索新发展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江苏省如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坚持产才融合，在人

才兴区道路上越走越实，先后引进院士团队 4个、博士回国创业项目 10个，各类科创研发类项目 30多个，

累计建成各类孵化基地 50 万平方米，2018 年成功摘得江苏省众创社区牌子，为“基层园区如何以人才优

势谋发展优势”提供了生动实践。

人才兴区：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

作为一个县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如何以“新”谋“高”，实现“小园区”的“大梦想”，是摆在高

新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发展的一系列矛盾倒逼、指引高新区作出人才兴区的必然选择。

产业基础薄弱的历史原因，倒逼高新区寻求科学发展的转型之路。高新区早期产业基础仍然以纺织和

装备制造为主，产业层次低，扩张性不强，自身裂变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潜力不足，受经济波动影响大等

矛盾问题非常突出。这些与区域创新主体集群效应不强，人才集聚力度不大等不无关系。存量经济的结构

性矛盾要求高新区闯出一条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关键要素制约的现实状况，推动高新区寻求集约发展的突围之路。土地存量不多、土地指标少、拆迁

成本高、发展空间有限等现实瓶颈，迫使高新区必须走少用地、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人才兴区发展之

路。

持续高质发展的长远视角，决定高新区选择人才引领的必由之路。“摘桃子”的招商引资，着眼当下、

难遇难求。“做苗圃”的招才引智，注重未来、着眼长远。区域经济发展的波动提醒高新区，发展既要重

体量，更要重质量。抢滩人才和苗圃型产业高地成为高新区实现后发赶超的新目标。

融合提升：人才兴区的实践探索



始终保持创新发展的战略定力，始终坚持融合提升的工作思路，如东高新区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打造人才链，形成了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体系和与之协调的人才发展体系。

坚持“产业+人才”，优化工作布局。瞄准产业特色化、集约化、高端化、轻量化的发展方向，紧扣产

业发展大趋势，注重“错位发展”，抢先落子布局。目前已形成生命健康、泛半导体、智能制造等三大产

业板块，致力通过人才集聚、创新创智，占据产业链条顶端，实现高质量发展，从战略层面奠定人才在发

展中的优先地位。建立“一把手”任组长的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人才工作、经济运行由同一名领导

班子成员分管，建立“双招双引”办公室，实施人才项目经理制，明确重点人才项目服务专员，从机制层

面推进产业发展与人才工作互促并进。

坚持“本土+飞地”，加强载体建设。区内建成首期 15万平方米的生命健康产业园、11万平方米的泛

半导体产业园、6 万平方米的智能机电产业园等各具特色的专业园区载体，特别是生命健康产业园已经成

为长三角地区颇具影响力的特色园区。在南通市率先探索“上海孵化、如东转化”飞地引才模式，建成上

海张江国际医学园区（如东）投孵平台和上海康桥先进制造园点金树如东高新区科创基地，零距离承接上

海创新辐射，纵深推进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复旦大学等大院大所的合作。

坚持“圈层+平台”，实施靶向引才。通过抓牢行业圈层、搭好活动平台，扩影响、引人才、找项目。

先后围绕重点产业，举办生命健康领域科技与产业发展趋势论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恳谈会、石墨

烯改性防腐涂料技术报告会、南通半导体设备与材料产业发展论坛等各类高端峰会。对照特色产业，筛选

优势高校，对标对号；瞄准海归博士群体，分门分类；紧盯行业领先技术和企业，开展灵活多样的小团组

对接。不断延伸引才触角，先后赴韩国、台湾等多地开展“双招双引”活动。

坚持“学校+基地”，实施精准育才。为承接人才项目，做好要素匹配，提出学校配套、基地培养的思

路。成立如东智杰半导体技术培训学校，以培养工程师人才为目标，本科起点，三个月培训一批，每期培

训 250名。先后与南通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建立研究生实习基地，推进区内企业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

习基地和技能人才实训基地，促进校地联合培养紧缺人才，为产业发展输入新鲜血液。

坚持“领投+跟投”，加强资金扶持。成立如东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创业领投或与风险投资机

构合作跟投的形式，解决人才项目资金瓶颈。自 2014年成立以来，如东高新创投领投企业近 50家，投资

总额近 7 亿元。同时，充分发挥自有创投基金杠杆作用，采用多种合作办法，不断扩大利用社会资本。在

化解资金难题的同时，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甄别，有效提高项目投资科学性，也极大鼓舞创业者信心。

坚持“硬件+软件”，优化人才环境。建成生命健康公共服务平台大型实验室和拎包即住的人才公寓，

启动“智云湾”建设，打造融科研、社交、休闲等多位一体的人才社区。出台政策，对引进高层次创新创

业项目开出系列优惠清单。配备创业导师、专业管家、“人才保姆”，为人才创新创业保驾护航。举办各

类评选表彰、成果展示、联谊关爱活动，增强人才成就感、价值感和归属感。加强人才工作者培训、激励，

切实提高人才工作专业化水平。

真、实、活、韧：人才兴区的四字要诀

园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是集聚人才的重要载体。追随如东高新区人才兴区步伐，剖析人才催生

产业、产业集聚人才的生动案例，我们从中探寻到了园区人才工作的一些内在规律。

“真”字当头、人才优先，是人才兴区的根本前提。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必须“真重视”，坚持把



人才优先发展放到重要的战略地位，高点定位、系统谋划、立体推进。必须“真投入”，充分发挥政府对

于市场的助推作用以及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必须“真发力”，把好的思路落到实处、把好的资源用到刀

刃上。

“实”字着眼，聚焦发力，是人才兴区的内在关键。不为虚功，务求实效。必须牢固树立“产业导向”，

以明确的产业定位、鲜明的产业特色、清晰的产业链条来增强引才、聚才的磁力。必须牢固树立“需求导

向”，了解产业发展和企业转型的所需所急，绘好产业地图、人才地图，精准选才育才。必须牢固树立“人

本导向”，充分考虑人才资源的特殊性，把人的发展需求与经济社会进步需要统一起来，把人才工作做出

情怀、做出温度。

“活”字开路，创新突破，是人才兴区的重要推手。思变求新，方有出路。必须“思路活”，把人才

工作与经济、产业、项目等深度融合，由单一向综合、平面向立体、封闭向开放转变。必须“机制活”，

在工作机制、政策机制、服务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突破陈规、打破樊篱，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路子。

必须“路径活”，善于借力发力、层层剥笋、环环解扣，集聚市场力量、社会力量、专业力量来破题解局。

“韧”字贯穿，久久为功，是人才兴区的长效保障。绵绵用力，持之以恒。必须认识“人才工作是一

项系统性工程”，与地区发展、产业基础甚至交通区位、人文环境等都有着必然的联系，需要我们多点发

力、综合施策。必须认识“人才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工程”，人才工作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我们有驰而不息

的持久耐力、“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必须认识“人才工作是一项

挑战性工程”，我们既要给人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发展环境，也要给人才工作者“鼓劲加油、容

错纠错”的工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