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招攬人才，佐丹力健康產業集團（吉林）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 「佐丹力」）給出年薪百萬的薪酬；長春市的 「人才新政20
條」，則為佐丹力的招聘條件進一步加碼。長春市人才辦主任楊小
兵介紹，經長春市人才評選委員會認定的國內外頂尖人才，將獲得
最高三百萬元的政府資金資助。

佐丹力是一家涵蓋健康產業科技創新、生產研發、運營服務於
一體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總投資3.3億元的佐丹力素食全餐健康食
品生產項目建設已經開跑，廣闊的發展前景足以預見。

相對於房價居高不下、生活壓力持續加大的一線城市，有高薪
拿、有發展的空間的吉林省，為人才們提供了一個事業與生活可以
兼得的平台。

告別大城市病宜居宜業兩全
「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2015年，僅有十個字的辭職理

由一時間刷爆網絡。如果說這十個字始於情懷，那麼能夠形成轟動
效應，則是因為 「大城市病」的發酵，比如高房價帶來的工作壓
力，霧霾造成的健康擔憂，還有孩子就學問題、交通擁擠問題、看
病難問題等等。

「大城市病」的日益嚴重，讓人望而卻步，宜居、宜業兩全，
成為人才們選擇發展平台新的方向標。

這種條件下，產業基礎雄厚、科教資源豐富、生態環境優美、
營商環境持續改善的吉林省，正越來越成為國內外目光的關注之
地。

據了解，吉林省是國家生態建設試點省，森林覆蓋率達44.2%，
東部地區達到70%以上。省會城市長春在2017年連續10年蟬聯 「中國
最具幸福感城市」，並獲得全國文明城市和國家衛生城市。
汽車文化、電影文化等多種特色文化品牌搭建起豐富的文
化底蘊；通過開展 「一門式一張網」等改革，發展環境
明顯改善。

全國人大代表、長春市市長劉長龍介紹，2017年
長春市實際利用外資和利用引進域外資金分別增長
14%和17%。目前，世界500強企業中有100多戶已在吉
林省有投資合作項目。過去五年，該省引進域外資金
3.4萬億元、年均增長17%。

與此同時，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地域限制和產業集群壁
壘等硬性要求正在被打破。

「以博立電子為例，地址選在哪裏並沒有本質差別，主要在於
服務對象和市場」，長春博立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立華表
示， 「我們主要做高端技術服務，在哪兒都可以。」

長光衛星技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賈宏光也認為，長光衛星的配
套企業不一定要到這裏來，但是一定要是高技術企業。

吉林省擁有58所高等學校和121個科研院所，每萬人中
擁有科學家、工程師和在校大學生人數均居全國前列，
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了豐厚的人才儲備和技術支
撐。

也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吉林省旅發委主任楊安娣
所講， 「吉林山水清奇、森林清謐、田園清馨、文化
清醇、生活清逸、舌尖清香。 『冬季暖流、夏季清
涼』，有這樣好的宜居宜業環境，只要能夠靜下心來，
人才就能夠展現人生價值，實現人生夢想。」

真金白銀入局搶人大戰
「人才新政18條」，被稱為有史以來吉林省政策創新與突破力

度最大的一次。政策聚焦 「五大發展」戰略產業體系中的工程技
術、經濟金融等領域緊缺型和創新創業型人才，主要分為國內外頂
尖人才、國家級領軍人才等五類，按照不同層次類型給予相應安家
補貼（稅後）最高200萬，對於創新創業人才、團隊以及科研成果轉
化落地的項目、科研人員創新創業等均有扶持。

各地市州出台的政策，同樣條條真金白銀。
長春市 「人才新政20條」提出建立 「創新券」制度，為企業購

買檢驗檢測服務買單；對於能夠帶來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的世界一
流人才團隊，給予最高5000萬元額度的啟動資金或股權投資支持；
鼓勵人才從事兼職、科研和技術合作等，根據實際工作時間給予每
月最高5萬元的補助等。

為了進一步招才引智，將政策逐條落實，長春市的人才經費也
由2016年的500萬增加到2018年的近5億。

長春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郭靈計表示，對人才的投入是最大的

投入，也是效益最高的投入，出台多項人才政策，主要是希望通過
政策的引領，讓企業真正重視人才、重視人才的投入，讓企業捨

得用市場的辦法解決人才問題。
長春市人才辦主任楊小兵表示，政府資金主要起引

導、撬動作用，通過把政策做優，體制機制做活，
平台做好，營造重視人才的氛圍和人才創業發
展的理想環境。

通化市還發起成立吉林省向南開放人才
開發基金會，市財政向基金專向注資1000萬

元，各縣（市、區）也都建立了不少於1000萬
元的專項資金，算上企業的投入，全市人才開發

投入總體規模近1個億。
大手筆的政策加持，讓吉林省的企業和人才嘗到了

甜頭兒。
作為 「中國最具活力的十個新區之一」長春新區通過省、

市、區 「三級共建」，僅2017年新引進各類高層次人才達7000餘人，
新引進孵化項目240個，人才品牌效應更加凸顯。

為人才後備軍
搭雲梯

兩會期間，吉林省省長景俊海表示，要
堅定不移推進創新強省、人才強省建設，深

入實施人才優先發展戰略，以更加積極開放有效
的人才政策，吸引外埠專家融入本地，留住本地畢業

生，吸引吉人回鄉，具體通過政策吸引人才、靠改革吸引人、靠
培訓提升人、靠事業成就人。景俊海指出，科學技術日新月異，
不學習就跟不上時代，有一些大學為主體社會為補充形成
全社會培訓體系，培訓業務也會形成產業，同時支持建
設 「雙特色」大學，與吉林省產業發展、社會變化緊密
結合。

全國人大代表、東北師範大學校長劉益春表示：
各行各業的人才群體很多，對吉林省而言，應該以振
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為契機，在吸引和培養產業等人才方
面制定與其他地區差別化、有針對性的政策。作為高校
而言，我們也應該用創造性的教育理念培養人才，吸引人
才。

全國人大代表、吉林廣播電視大學校長楊小天認為： 「人才培
養不能單純從眼前角度考慮，要從人才儲備、人才市場培養的
角度做一些規劃。目前，我們看到大學專業設置與市場需
求脫節的情況依然存在，導致部分專業學生就業壓力還
是比較大。」從高校人才培養角度而言，楊小天認為
招生應該圍繞社會需求轉，根據市場和產業需求培養
學生。未來，如何解決學生培養和發展需求相適應的
問題，應該是學生、家長、高校包括用人單位、政府
需要考慮的事情。

吉林華橋外國語學院多年來培養了大批翻譯人才，在
東北亞博覽會、冬奧會等對外交流活動均起到重要作用。全
國人大代表、吉林華橋外國語學院院長秦和表示，培養人才對於推
進對外開放很重要，尤其是培養外向型、複合型人才。 「我們要培
養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不僅僅學習多個國家語種，還
要學習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地理等，以及時代
發展需要的定向型人才。」秦和說。

「其實人才既包括我們吸引外面的人才，也包括
當地高校自己來培養人才，大部分人才還是要靠當地
的高校來培養的。」全國政協委員、吉林大學黨委書
記楊振斌表示。例如吉林大學，每年本科在吉林省招
2500人左右，留在吉林省工作的本科、碩士、博士也有2
千多人，為吉林省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一個地區有若干所
能夠培養優秀人才的大學，就會成為地區發展的重要人才支
撐，這方面吉林省是有優勢的。

遼源市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大學生創業實訓見習基地，搭建培訓
服務平台，提高各類群體創業能力，提升創業成功率。目前，已經
為吉林大學、延邊大學、鄭州大學等省內外39所高校畢業生舉辦50

餘期培訓班，培訓高校畢業生2978人，幫助231名高校畢業生實現自
主創業。

企業作為用才主體，也是培養基礎型人才的主體。作為吉林省
民營鐵塔企業的龍頭，國內前三、世界民營鐵塔企業第45名的吉林

勝昊通信集團，通過在內蒙古、黑龍江、吉林等省市地區的業務
拓展，逐步形成通信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鏈。

勝昊通信集團董事長高希勝介紹，目前公司高級管理
人員近200人，解決就業人員近1000人，每年會對員工進
行兩次國內培訓和一次境外學習和業務交流分享會，開
拓員工視野，還將為在校大學生搭建實習交流平台，通
過 「傳幫帶」為企業打造內部人才儲備。

萬千學子歸巢逐夢
除了吸引、留住、用好 「金字塔」尖的高層次人才之外，

打造人才梯隊，對人才金字塔根基的基礎型人才的持續引進和
培養，才能給創新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吉林省每年有十幾萬的大學生畢業。」吉林省人社
廳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處副處長于淼表示，高校畢業生是
基礎人才，吸引、留住、培養高校畢業生可謂是打基礎、
攢後勁、利長遠的工作。為了打造高新尖缺人才 「蓄水
池」，吉林省提出每年將資助500個創業團隊，最多給予50

萬元資助。
「我們和大城市相比在硬環境、硬設施包括生活條件方

面不存在優勢，所以格外在關愛人才、重視人才方面發揮組織
力量導向作用，同時扶植東北襪業園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企業發揮引

導示範作用，形成引才的氛圍。」全國人大代表、遼源市委書記王
立平表示。

據了解，針對遼源籍的人才和大
學生，遼源市還推出 「關愛回引
工程」， 「春節前，遼源籍大
學生回來過寒假或者看望父
母，我們在此時機進行慰問走
訪，組織他們到家鄉重點企業、

城鄉建設變化的地方去參觀、感
受，讓學子在外也能心繫家鄉，即便畢

業後不一定直接回到遼源工作就業，但只要心
繫家鄉，他們獲得的方方面面信息或者資源也能夠投入家 鄉 或

者為家鄉牽線搭橋。」王立平表示。
「中國醫藥城」通化人才輩出，既有李一奎、潘首德這

樣的優秀企業家，推動通化醫藥產業集群式發展；也有像
冷春生這樣的優秀科技人才，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可
以工業化生產基因重組人胰島素的國家，打破了西方發
達國家在這一領域的長期壟斷。

但是企業家隊伍老齡化、部分民營企業 「接班
難」、人才梯次結構不合理也是急需解決的 「短板」問

題。
為此，通化專門設計了 「千名學子歸巢計劃」等引才項

目，對於引進的優秀大學生人才，給平台，給前途，給待遇。
「尤其是購房補貼，針對廣大高校學子就業即面臨結婚、安
家，受工資薪酬、經濟條件的限制，購房經濟壓力大的問題，

我們明確只要購房，來了就給，不僅政策力度大，還起到了
很好的雪中送炭的作用。」通化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邵波
表示。其中一名吉林大學通化籍博士生考回家鄉後，又
把他的吉大博士同學、黑龍江籍的對象也一併帶了過
來。通化籍的學生回到家鄉後，不僅成為留得住的人
才，同時又解決了很多家庭的後顧之憂，很多盼子回歸的

家長說， 「千名學子歸巢計劃」既是人才工程，也是民生
工程。
據了解，2017年通化市 「千名學子歸巢計劃」招錄高校畢業

生378人，其中原 「985」 「211」院校畢業生206人，超過了過去六年
總和。 「這些人才不僅提高了通化市人才總量，有力地優化了通化
市人才結構，更為今後通化的長遠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儲備。」
邵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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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廣攬攬 普惠普惠 重獎重獎 留心留心
人才新政人才新政留下孔雀留下孔雀 引來鳳凰引來鳳凰

如果你是人力資源和質檢行業的專業領域人才，並
且曾在世界500強企業就職，現在來到吉林長春，就有
機會獲得一份首年薪資最高四百萬的工作。

▲佐丹力以百萬薪酬招聘人力資源和質檢行業專業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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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八方吸才吉林八方吸才，，越來越受世界注目越來越受世界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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