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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发布重磅消
息：202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
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于 1 月 1 日启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总名额为73名，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总名额不超过
88名。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73名

202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总名
额为73名，其中支持新兴和交叉学科
与数学领域7名，支持国防和国家安全
领域特别名额6名。

202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应重
点关注的新兴和交叉学科为：数学地
球物理（数学物理学部主推荐）、化学
生物学（化学部主推荐）、生命科学与
化学（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主推荐）、
环境科学（地学部主推荐）、信息科学
与生命健康（信息技术科学部主推
荐）、能源科学（技术科学部主推荐）。
每个新兴和交叉学科支持1个增选名

额，并划归主推荐学部使用。
为加强基础科学领域院士队伍建

设，在202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中
为数学物理学部增加1个名额用于数
学领域。

73名增选总名额中，除支持国防
和国家安全领域的6个特别名额须待
特推小组评审推荐后再划归相关学部
使用外，其余67个名额分配如下：数学
物理学部12名、化学部11名、生命科学
和医学学部13名、地学部11名、信息技
术科学部8名、技术科学部12名。

根据《中国科学院关于推荐中国
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的通知》，被推荐
人需获得 3 名或 3 名以上院士推荐，
且至少有2名院士所在学部与该候选
人被推荐的学部相同方为有效；65周
岁以上（1956 年 6 月 30 日<含>以前出
生）的候选人需要 6 名或 6 名以上院
士推荐，且至少有4名院士所在学部
与该候选人被推荐的学部相同方为
有效。

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
不超过88名

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总名
额不超过88名。此外，公务员和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及以上
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
凡2015年、2017年和2019年连续3次
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和被提名为中国
工程院的有效候选人，2021年将停止1
次被推荐资格。

194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的院士，
享有本次增选的提名权与选举权。而
每位院士至多可提名3位候选人，院士
可单独或联名提名。院士提名候选人
时，在坚持标准和条件的前提下，要特
别注意对长期工作在西部边远地区、
工程科技一线及民营企业专家的提
名，对优秀中青年专家的提名，对交叉
学科、新兴学科以及本学部增选优先
支持专业学科专家的提名。

候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拉票

中科院在《关于严肃2021年院士
增选工作纪律的通知》强调，不得以任
何形式（包括电话、短信、微信、邮件、
游说等）为候选人拉票（注：这里的拉
票是指明确要求其他院士对某候选人
投赞成票的行为，正常介绍和讨论候
选人情况不在此列）。一经查明有拉
票行为的，即取消本次增选选举权，情
节严重的可停止下次增选工作权。

而享有选举权的院士，不得接受
候选人及其单位影响增选公正性的任
何礼品、礼金和宴请。一经查明有此
类行为的，即在本学部内通报批评，情
节严重者可取消本次增选选举权和停
止下次增选工作权。如发现候选人或
其单位有影响增选工作的请客、送礼
等情况的，应及时向学部常委会举报。

在增选工作中要避免“唯论文、唯
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共同营
造风清气正的增选环境。（本报综合）

1月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
开中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总结工作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
届全国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全面总
结大赛成果，对职业技能竞赛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组
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
部长汤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赛事规格最高、竞
赛项目最多、参赛规模最大、技能水平
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广泛的综合性国
家职业技能大赛。大赛圆满成功举
办，展示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风采风
貌，提高了各级党委政府乃至全社会

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视程度，推动了
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创新发展，促进了
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均衡发展，形成了
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社会共识，取得
了重大成果，打响了国赛品牌。

会议要求，各级人社部门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技能竞赛
工作的重要指示，不断改革创新、探索
实践，提升职业技能竞赛科学化、规范
化、专业化水平，全面推动省、市、县三
级综合性职业技能竞赛工作，更好发挥
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工作中的引
领带动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提供有力技能人才保障。

会上，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组委

会秘书处通报了大赛总体情况，广东、
江苏、河南、四川、天津等5省（市）人
社厅（局）和交通运输部人教司负责同
志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大赛组
委会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及工作人
员，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及工作人员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大赛执委会相关负责
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以及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人社厅（局）分管负责同志和相关工
作人员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务微信）

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启动

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由北京清
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发起设立，2018年入
驻东升国际科学园，旨在对接全球医疗

创新技术与资源，为医疗器械、诊断服
务等创新项目提供创新培育平台。

图为富伯（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孔令杰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
展示外骨骼机器手（1月5日摄）。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中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总结工作会召开

人社部联手残联启动
2021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

日前，由人社部、中国残联共同举
办的“2021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服务活
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目标是在1月1日到1月
31日期间，针对符合认定条件的就业困
难人员、残疾登记失业人员以及重大改
革产生的脱贫人口、长江禁捕退捕渔民
等重点就业帮扶对象，开展对就业援助
政策措施的学习，使服务对象都能掌握
申领政策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操作方法。

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主要有以下
内容：

1.建立帮扶清单
通过数据比对、联系核实等方式，

将其中尚未就业，以及灵活就业但收入
较低、就业不稳定的人员作为本次活动
重点服务对象，建立帮扶清单。

2.广泛收集岗位
各地要深入辖区内各类用人单位，

广泛收集符合困难群众需求特点的岗
位，建立岗位信息库，为实施就业援助
做好准备，拓展困难群众就业渠道。

3.实施精准服务
各地要针对困难群众特点，围绕困

难群众不同需求，精准施策。对就业意
愿不足的，开展1次政策宣讲、1次职业
指导；对技能不足的，提供至少1个培
训项目；对有就业意愿的，对照帮扶清
单和岗位信息库，提供至少3个适合的
岗位。

4.举办专场招聘
各地要在活动期间组织开展面向

困难群众的系列专场招聘活动，坚持线
上线下相结合，举办覆盖城乡、深入社
区的现场招聘会，分类设置招聘专区，
要求入场用人单位发布适合困难群众
的招聘信息。

5.开展走访慰问
对照帮扶清单，面向服务对象普遍开

展走访慰问。开展一轮入户走访，了解困
难群众生活情况和就业情况，对有就业需
求的，现场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

6.聚焦重点群体
各地要聚焦特定群体，实施特色帮

扶，落实特殊要求。对零就业家庭开展
“清零”行动；对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开展
“一对一”就业帮扶，帮助一批残疾人就
业创业。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