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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专家服务团助力脱
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示范活动启动仪式
在永川举行，这标志着我市专家服务
团服务基层行动正式拉开序幕。据介
绍，专家服务团领衔专家由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重庆英才计划优秀科学家等国
家级、市级专家担任，团队成员由领衔
专家自主招募，包括各行业领域学术
技术带头人、博士后科研人员、青年科
技人才以及当地专业技术人员骨干，
形成多层次、多元化、跨学科“1+N+1”团
队模式，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
持续的人才支撑和坚强的技术保障。
由300多名专家组建的45个专家服务
团，基本覆盖全市深度贫困乡镇。

打通专家服务基层
“最后一公里”

“以前，我们是采取专家组团，集
中统一在某段时间到基层提供服务的
方式。但这种方式存在基层需求点分
散、缺乏有效渠道、服务结果跟进不到
位等问题。”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打通专家服务基层“最后一
公里”，2019年市人力社保局提出，改
集中服务为分散式长期服务，以“订单
式”“项目化”组织方式，组建专家服务
团，“点对点”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建立起了更为广泛长效的乡村
引才引智新通道。

该负责人介绍，此次团队组建，主
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基层乡村提出“订
单”，由区县收集乡村需求（目前重点
聚焦全市深度贫困乡镇），由乡镇或村
里提出任务需求。二是统一发布“订
单”。人社部门发挥联系服务专家的
渠道优势，广泛发布需求，面向社会征
集专家团队。同时，配套出台激励政
策——每个团队支持经费5万~20万
元、服务基层可享受提前1年评定上一
级职称、优先纳入人才选拔培养项目
等。三是专家组团“接单”。以项目制
方式提供定点、定人、定服务期的定制
化服务，领衔专家自选团队成员，团队
成员还要包含当地人才，确保团队以

“钉钉子”的精神提供服务，并发挥好
专家“传帮带”作用，帮助基层培养“种
子”型骨干人才。

45个专家服务团
对应45个基层所需项目

据了解，45个“接单”的专家服务
团，对应45个基层所需的项目。比如
说，石柱县洗新乡保合村天麻育种项
目由重庆硒旺华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郭顺星专家服务团队“接单”，目前种
植天麻示范园50余亩，预计产值120万
元，带动就业20余人，农户增收18万
元；巫溪县红池坝镇茶园村项目由市
农业科学院钟应富专家服务团队“接
单”，通过生产加工、产品策划、工艺创
新等全链条技术指导，今年春茶鲜叶
原料（独芽）价格由60元/斤提升至75
元/斤，极大地提高了茶农经济收入和
生产积极性……

“这些项目主要围绕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针对贫困村产
业薄弱问题，重点聚焦产业扶贫，在
贫困村开展技术服务和产业问题联
合攻关。”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说。专家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制项
目规划、解决技术和管理难题、培养
专业人才、培育市场品牌、培植产业

链条、转化科研成果，助推贫困村产
业发展、贫困农户早日致富。特别
是要与受援单位建立长效合作机
制，帮助培养当地专业技术人才。

考核评价机制
推动“订单任务”开花结果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每个“订单
任务”开花结果，市人力社保局还建
立了专家服务团考核评价机制，每年
将进行考核评估。考核结果分为优
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考核结果
向社会公布。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
可申请持续资助；对考核结果为合格
的，兑现资助经费和相关政策；对考
核结果为不合格的，限期整改并暂停
1年申报资格。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人力
社保局将切实完善专家服务团选派
管理办法，建立专家服务基层长效机
制，找准专家所长与基层所需结合
点，让智力帮扶在基层“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持续推进人才扶贫，助力乡
村人才振兴。

人才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让各类高层
次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为广
大人才“保驾护航”。

一是优化人才引进目标。进一步
加大力度引进高层次人才，首先需要
充分认识到对人才的需求是什么，不
仅要让高层次的人才数量达标，更应
因地制宜，引进对地方发展有更大作
用的特定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在旅游
经营管理、营销策略、资金运行、城市
管理、教育等领域的高级人才，努力通
过人才引进带动技术创新，促进社会
协调发展。

二是加强人才政策扶持力度。首
先要出台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并进
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的
知晓率，政策的惠及率和加强政策落

实的步伐。同时进一步完善和人才引
进相关的配套设施，例如住房、交通
等，加强对人才的保障工作，进而让人
才进得来、留得住。

三是建立人才评价长期机制。
要建立一套以人才资本价值实现为
导向的分配激励和能力业绩为导向
的科学评价长期机制。同时既要充
分挖掘、开发、培养和使用现有的人
才，充分发挥他们现有主动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真正做到要引得进、用
得好、留得住。

总之，人才是地方发展的核心，合
理有效的人才引进培养是一项重要的
发展战略，应当正确认识到当前人才
发展的问题，切实优化和完善人才工
作制度，通过人才奠定单位发展基础，
为社会的发展添砖加瓦。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伍岳 张
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失业保险
司司长桂桢近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应对疫情
的影响，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国
务院实施了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取
失业保险金期限、阶段性实施失业补
助金政策、阶段性提高价格临时补贴
三项新举措。

据桂桢介绍，三项举措具体来说
分别是：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
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
人员，将失业保险金发放至法定退休
年龄；对2020年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仍旧没有就业，及不符合法定领取失
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
6个月的失业补助金；对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人员和领取失业补助金的人
员，今年3月到6月将双倍发放价格
临时补贴。

同时，针对疫情对失业人员办
理领金手续造成的影响，桂桢表示，
人社部正加快推进线上申领失业保
险金，确保失业人员应保尽保、应发
尽发。

“目前，我们已经向社会公布了
297个城市的网上申领平台，力争4
月底之前所有地级市实现网上申
领。失业人员可以到中国政府网、国
务院客户端的复工复产专区，各级人
社部门的官网、官方公众号还有国家
社 会 保 险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掌 上
12333App上查询当地失业保险金申
领网址。”桂桢说。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优玲）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百
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方案。这
项行动是持续实施职业技能提升三
年行动，推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目标
不变、任务不减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该方案计划在2020年3
月下旬至6月底，以“抗疫接力，技能就
业，助力脱贫”为行动主题，集中实施
线上培训行动，大规模开展免费线上
职业技能培训，实现“百日515”目标，
即遴选50家以上线上技能培训平台，
推出覆盖100个以上职业（工种）的数
字培训资源，实现线上培训实名注册
500万人次以上。培训对象包括企业

返岗、待岗职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
者、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两后生”、
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

根据方案，政府部门将为参训
学员和组织开展培训的企业提供补
贴。对参加线上培训并取得相应课
程培训合格证明的学员，按照规定
给予培训补贴，所需资金可从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对
参加线上培训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
员、“两后生”中农村学员和城市低
保家庭学员，在培训期间给予一定
的生活费补贴，所需资金可从就业
补助资金中列支。

订单式、项目化、点对点

我市建立乡村引才引智新通道
本报记者 樊洁

百日免费线上技能
培训行动方案出台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举措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多措并举为人才保驾护航
■ 陈丹琳

近日，在重庆石柱中益乡巾帼扶
贫工坊，当地妇女缝制土家族风情布
老虎。

近年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中益乡在重庆市妇联的帮助下，以

当地非遗传统技艺作为结合点，通过
引进外来文创企业对留守妇女、贫困
及残疾人群进行刺绣培训，帮助当地
村民实现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