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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骨干力量。近年来，我市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
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抓深化改革，重培养支持，扶
创新创业，补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
事业发展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全市专业技术人才从
2017年的160万人增加到218万人，
高级和中级职称占比达到50%，初步
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
优良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壮大高层次人才大军
发挥引领驱动作用

专家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党
执政兴国的重要依靠力量。近年来，在
市委人才办的统筹下，我市构建上下衔
接、梯次递进的专家选拔培养制度体
系，让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脱颖而出，壮
大高层次人才大军。

“我们向上对接人社部，做好全国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
国家级人才推荐选拔。”该负责人介绍，
在市级层面，实施重庆英才计划，选拔
学术技术带头人，开展杰出英才奖评选
表彰……

这些项目的开展实施，让重庆实现
了科教文卫、工农业生产等经济社会各
个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的全覆盖，成长通
道更加通畅。

高光勇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
正高级工程师，也是重庆山外山血液净
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如今，
他已从一名普通的专业技术人才，成长
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此外，我市还聚焦产业发展培育人
才，面向基层需求选派人才，搭建重庆
市专家工作室、重庆市专家服务基地等
人才平台，开展重庆市专家服务团等人
才活动，为经济发展、乡村振兴育人才、
增智力、添动力。

厚植青春创新力量
深入实施博士后“倍增”计划

“我愿意定居这座魅力十足的城
市，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重庆医科大学

博士后范思佳是一名从武汉来到重庆
的“渝漂”。

“博士毕业前后，花费了大量的时
间思考人生道路的下一站，最后决心定
居重庆发展。”范思佳说，在重庆，她能
明显感受到对人才的尊重。

厚植沃土，广聚英才。近年来，我
市实施博士后“倍增”计划，出台进一步
加快博士后事业创新发展“黄金18条”
政策，投入博士后专项经费，将博士后
日常资助、出站留（来）渝资助由择优资
助调整为“全覆盖”，建立“站前、站中、
站后”全链条资助体系，培养周期从“在
站期间”拓展到“在渝期间”，畅通了博
士后在渝发展通道。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博士后科研平
台517个，其中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3
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87个、市
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44个、博士后创
新创业园4个。累计招收博士后6643
人，在站3540人。

凝聚留学归国人才
澎湃创新创业力量

“重庆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有着
‘求贤若渴，惜才如金’的社会氛围，让
人才宾至如归。”重庆邮电大学青年教
师邵羽，是一名云南籍的博士，曾在国
外求学和工作，最后选择在重庆安家落
户。

“这是一座有潜力的城市，让人来
了就不想走。”正如邵羽所言，重庆聚焦
产业发展，不断提升人才服务效能，
为青年人才搭建发展平台，栽下栖才

“梧桐树”。特别是在项目支持方面，
支持青年海归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为青年人才提供经费资助，激发创新
创业活力。

近年来，我市实施“留学人员回国
创业创新支持计划”，截至目前，已累计
投入6000余万元，资助我市留学人员
回国创业创新项目910个。

加快人才自主培养
全面加强继续教育

今年9月，重庆英才大会首届卓越
工程师大赛在渝启动，这是全国首个面
向工程师群体的大型赛事。

“为深入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
神，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我们在今年
的英才大会中增加了此项赛事。”该负
责人说，通过举办赛事活动，希望解决
一批难题、落地一批项目、引进一批人
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和成果转移转
化，建设一支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
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卓越工程师队伍。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聚焦数字技
术工程师培养，深入实施数字技术工程
师培育项目，研究制定支持数字技术工
程师创新发展的10条配套措施，计划
每年培养培训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
据等数字技术领域工程师3000人左
右。

同时，我市持续强化全市7个国家
级继续教育基地和22个市级继续教育
基地管理，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在14个
重点产业领域、9个现代服务业领域，
培养培训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万余
人。搭建重庆市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
目学习平台，开展培训400余万人次。

持续放权松绑减负
纵深推进职称制度改革

没有发表过论文，重庆猪八戒网络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明跃却凭借突出的
市场业绩，通过特殊人才职称认定“绿
色通道”取得了正高级职称；

只有中专学历的永川区何埂镇卫
生院医生吴修树，行医36年，临近退休
时被破格评聘为基层全科副主任医师，
圆了他的“高级职称梦”……

横向破除人才职业壁垒，纵向打破

人才成长“天花板”，这场破枷锁、解难
题的自我革命，在重庆越燃越旺，不断
激起人才创新创业的“千层浪”——

《重庆市深化职称改革的意见》，首
先就破除了“评人的不用人，用人的不
参评”“想用的人评不上，评上的人用不
上”等现象。目前，我市已向全部65所
高校、8家“三甲”医院、5家大型企业、3
所科研院所下放了高级职称评审权，向
区县和市级部门下放中级评委会组建
核准权，稳步推行用人单位自主评审。

与此同时，不断健全特殊人才、博
士后、留学回国人员职称评定“绿色通
道”，对确有真才实学的可以直接评定
高级职称，累计评定3525人。建立高
技能人才与专技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建
立技能人才“以赛代评”职称认定通道。

为让量才的“尺子”更科学，我市还
制定了向科技创新人才、企业人才、基
层人才“三个倾斜”政策。比如，调整职
称外语、计算机考试政策，进一步打破
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
约。

随着职称制度中的“坚冰”不断融
化，“不拘一格评人才”的良好氛围在重
庆逐步形成。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人才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指引了前进方向。”该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继续为专业技术人才搭台
铺路，抓好专家选拔培养和青年人才引
育，深入实施博士后“倍增计划”和“博
汇巴渝·智创未来”专项行动，确保年招
收博士后保持在1000名以上并稳步增
长。同时，做好卓越工程师招聘、选拔、
培养、使用、激励和服务，大力吸引优秀
留学人才积极投身重庆经济社会发
展。此外，我市将持续推出事业单位专
业技术人员绩效工资政策激励创新举
措，深化人才评价改革；实施基层教师、
农技人员职称“双定”制度改革，为打造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
人社力量。

重庆为专业技术人才搭台铺路
全市专业技术人才从2017年的160万人增加到目前的218万人

■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摘自党的二十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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