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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

人才！”这已经不再是一句简单的

电影对白，而是成为当今全社会的

共识。

聚焦企业发展、贴合产业需

要，开发区不断健全人才制度体

制，打出招才引智“组合拳”，进一

步提高人才和科技工作精准度，与

企业需求、产业发展等精准对接，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打造创新创业

人才“新高地”，为全力打造开发区

高能级平台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和智力支持。

就在今年 5 月，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积极搭建平台，充分发挥开

发区商会作为企业“娘家人”的桥

梁纽带作用，组织辖区近20家商会

企业代表前往杭州，组团参加2021

年浙江省（第 14 届）技能人才校企

合作洽谈会，前往浙江工业大学朝

晖校区参加人才与技术对接会，体

验了干货满满的招才引智之旅。

在浙江工业大学的人才与技

术对接会上，校企双方都做足了准

备。开发区商会企业代表不仅带

着针对性极强的技术难题而来，还

迫切希望借助浙工大的学科专业

及人才优势，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做强做大。来自浙工大继续教育

学院、科学技术研究院、学生处、国

际学院、材料学院、计算机学院、机

械学院、永康市浙工大技术转移中

心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结合开发区

企业的技术难题汇总，同与会企业

代表进行深入交流，并就下一步如

何开展有针对性的校企合作碰撞

出了不少火花。

“开发区商会组织的这次杭州

之行，将人才引进、技术架桥与企

业高质量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是

一次比较好的实践。”开发区商会

会长、浙江炊大王炊具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鹏说。下一步，开发区商会

还要搭建更多抱团取暖、交流合作

的平台，让这种模式更好地惠及更

多开发区商会企业，为推动开发区

五金制造向质造和智造转变赋能

加码。

构筑人才高地 激发创新活力

开发区写好人才科技高质量发展文章

□融媒记者 徐敏
通讯员 陈琳婷

坚持科技引领
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再造发展新优势

“当前，开发区正处于转

型升级关键期，传统产业发展

和战略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都

需 要 科 技 和 人 才 的 强 力 支

撑。其中，科技创新是企业最

核心、最关键、最可持续的竞

争力。”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胡文建说。随着我

国“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

新优势”战略的提出，开发区

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转

型升级的核心推动力，围绕包

括车业、门业、杯业、电动工

具、电器厨具、休闲器具、技术

装备、金属材料在内的五金八

大支柱行业特点，强化政策宣

传引导、搭建创新平台、加强

扶持培育及辐射带动，狠抓技

术改造，以企业为核心，“抓大

育小”，多措并举激活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

一方面，开发区强化科技

引领，以辖区高新技术企业为

重点，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加大

科 研 投 入 ，建 设 企 业 研 发 中

心、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等

研发机构，为企业开展技术创

新 ，推 进 产 学 研 结 合 提 供 平

台；另一方面，开发区坚持项

目 带 动 ，抓 好 重 点 项 目 库 建

设，补强短板、增强后劲，争取

更多项目列入国家、省、市规

划。按照国家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要求，开发区将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

新创业环境。

针对企业的公共服务需

求，开发区积极整合、集成优化

各类资源，以提供可共享共用

的基础设施、设备为载体，搭建

了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信息服

务、物流服务、会展营销和政务

服务六大平台，助推产业转型

升级，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再造

发展新优势。

“在近日召开的全市人才科

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开展人才

科技创新‘145’行动，开发区作为

我市工业经济主战场、转型升级

排头兵，肩负重任、责无旁贷。”胡

文建表示，开发区将以工业经济

高 质 量 发 展“ 十 四 五 ”规 划 为 指

引，切实按照省、市人才、科技工

作 部 署 ，牢 牢 抓 住“ 人 才 ”与“ 科

技”两个核心要素，聚焦高端人才

和前沿科技，聚焦产业链延伸和

产业集群，聚焦资源整合和空间

拓展，聚焦完善和创新服务体系，

着力写好人才科技文章。

接下去，开发区将牢牢抓住

人才和科技两件关键点，放眼全

国乃至全球高端人才、领军项目、

前沿科技，建设和引进具有较强

竞争优势的企业和产业，通过京

东方、桑得斯等项目的引进，实现

数量和质量并进，打造经济发展

新引擎。在持续发挥五金产业集

群优势的基础上，开发区将切实

按照省商务厅“链长制”建设和我

市“强链、补链”工作要求，引进和

孵化一批结合度高、助推升级转

型效果明显的优势人才和项目，

进一步完善和延伸产业链，深化

五金文化内涵，持续加快电子信

息产业园建设，全力推进 10 个拟

引项目落地、投产。

同时，开发区将直面园区土地

要素紧缺、发展空间受限的实际问

题，从低效用地整治、土地二次开

发利用入手，通过小微园、村返还

地建设、不良资产处置等途径，建

设一批多形式、多层次的五金科技

产业孵化园和创业创新平台，为人

才和科技项目的引进腾置和预留

发展空间；积极探索开发区国际产

业合作园的发展途径，提升整体档

次和开放水平。

此外，开发区积极营造“人人

都是招商环境”“人人都是服务环

境”的浓厚氛围，实现服务提速和

服务零距离；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

用，引导自主创新和“借智”“借力”

相结合，全面深化人才和科技创新

服务，全力推进“蓝领公寓”建设，

为留住产业人才创造条件，全面推

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为奋力争创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应急

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绿色低碳示范

园区夯实基础。

加大招才引智 优化环境打造人才新高地

落实四个聚焦 持续发挥优势打造发展新引擎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对于孜孜不倦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开发区来说，“抓人才科技就是抓生产力”的指导思想一直未变。特别是

进入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阶段以来，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更是在构建人才高地、激发创新活
力上不遗余力。从政策到制度、从机制到平台、从环境到服务，开发区一直坚持人才、科技、项目三轮驱动，不断打
通聚才融智的“任督二脉”。

截至去年，开发区累计引进国家级人才 5 人，省级人才 6 人；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4 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66
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176家、重点企业研究院2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家、省级企业研究院13家、省研发中心
17家。今年上半年，开发区累计申报国家级人才2人、省级人才3人，上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4家、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49家，形成了“产业立区、人才强区、科技兴区”的新局面。

经济开发区一隅经济开发区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