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
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本报记者 薄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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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力营造引才聚才“强磁场”
厚植“第一资源”优势，为海内外人才提供一流创新舞台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人才，是上海城市

发展的第一资源。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上海正全力营造吸引

各方英才近悦远来的 “强磁场”。 面向各类人

才，上海坚持制度创新，汇聚利于人才发展的

资源、要素等等，创新创造活力在黄浦江两岸

竞相迸发。数据显示，上海人才资源总量已达

675万人，经过多年发展，已基本形成“引得来、

留得住、用得好、流得动”的人才政策体系。

面向“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目标，上

海还将加强建设吸引集聚人才的大平台，加

大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 重点支

持建设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 为海内

外人才提供一流创新舞台。

制定紧缺人才目录，让英
雄有用武之地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新时代的人才被赋予新使命、 新任务。

结合实践， 上海出台分类推进人才评价

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以诚信品德、 创新能

力、 学术影响、 社会贡献为主要标准。 由此

打破了单一固化考核标准对于人才培育发展

的阻碍。 特别是， 突出市场化导向， 上海率

先在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 ， 推动由领军企业等牵头

制定人才评价标准 。 就在上个月 ， 《上海

市重点领域 （科技创新类 ） “十四五 ” 紧

缺人才开发目录 》 向社会公开 ， 从基础研

究 、 应用技术到成果转化 、 科技支撑 ， 覆

盖23个大类239个小类的人才。

这一目录的制订出台， 传递出上海人才

政策的积极信号———选才用才 “不以一把尺

子衡量”，特殊人才配特殊政策，让有真才实

学的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

吸引集聚海内外英才， 上海不拘一格引

才育才。 在长三角地区， 一个人才流动新生

态渐渐形成。 在上海市相关主管部门的积极

推动下， 长三角地区已实施建设交通领域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继续教育证书互认。

长三角G60科创人才峰会制度的建立完善 ，

也进一步健全了区域内项目制、 候鸟制、 兼

职制、 组合式等人才柔性流动机制。

授权松绑，赋予科学家更
大资源调度权

人才活力能否充分释放， 关键还在体制

机制。 一方面， 要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

体充分授权， 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 引

进、 使用中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 也要确

保权限接得住、 用得好。

近年来， 上海已取消一批在人才招聘、

职称评审、 人员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

备案事项， 将岗位聘任、 考核评价、 收入分

配等管理权授与用人单位， 允许高校、 科研

院所在编制限额内自主引才、 统筹用编。

自创建之初， 上海科技大学便已开始探

索常任教授制 （Tenure System）。 考核评价

时， 明确科研成果和学术成绩 “下不设量，

上不封顶”。 这一新机制下， 学校积极鼓励

教师进行科学自由探索 ， 支持学科交叉融

合和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 自探索以来 ， 该

校已有 24 名常任教授岗位教师完成晋升

考核。

用人主体拥有更多自主选择权， 由此造

就了新模式不断涌现 ， 包括 “大师+团队 ”

“靶向引进” 等。 在复旦大学， 在一批顶尖

科学家带动下， 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顺利

组建， 并由此加速了科研团队在蛋白质折叠

领域的前沿研究 。 上海商学院则探索建设

“人才旋转门” 特区， 在编制外建立 “人才

特区”， 借由特殊引进政策、 具竞争力的薪

酬待遇吸引集聚优秀人才。

为放大强化市场价值的激励效应， 上海

还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 更大经

费支配权、 更大资源调度权。 譬如， 持续畅

通 “纸变钱” 通道， 明确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扣除直接费用后净收入的 70%以上可用于

奖励个人和团队， 推动成果转化个税递延缴

纳政策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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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长护险居家服务管理
规范》近期正式发布，这是全市首个居家护
理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它从设置要求、服务
规范、监管方式管理等方面精准定位了长
护险服务内容，并首次融入“过程监管”相
关要求，努力让老人真切享受到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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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看懂《长津湖》
还需要这份片单

红色成为留沪高校师生的长假主题色
沪上各高校举办形式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条条“蛟龙”穿越，浦江两岸往来成坦途
黄浦江上第17条越江隧道试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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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庆黄金周， 上海郊

区发生了这样一些新鲜事儿：

农村老党员“进城”，党建公园

开张迎客， 而不少中心城区市

民则选择到沪郊参加红色之

旅，感受国家昌盛，铭记初心使

命，赓续红色血脉。

98岁农村老党
员“进城”重温誓词

“我们国家越来越好了！”

日前， 当奉贤区柘林镇王家圩

村98岁老党员沈友良跟着村里

的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一同来

到位于黄浦区太平湖畔、 兴业

路上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纪念馆时， 禁不住发

出如此感慨。

对于农村老党员来说 ，要

“进城”可不容易，没有智能手

机，不会出示健康码、行程码，

更不会网上预约。所以，在获悉

中共一大纪念馆扩建开放的消

息后，一些人很想去，但因各种

原因而无法成行。 今年国庆前

夕， 在市级单位下派驻村指导

员多方联络和村干部的周到服

务下， 全村大部分老党员都参

加了这样一次难忘的 “重温历

史，寻见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老党员们怀着虔诚之心仔

细聆听现场讲解， 深刻感悟中

国共产党人历久弥坚的初心和

使命。在党旗下，老党员们举起

右手握指成拳， 跟着村党总支

书记的领誓，重温入党誓词。坚

定响亮的话语， 在大家的耳畔

和心中回响。 他们由衷地祝福

新中国生日快乐， 齐声高喊：

“祝祖国繁荣昌盛！”

漫步党建公园，
感受“红色纽带”

国庆长假第一天， 金山区

石化街道的居民们在海棠居民

区海棠园北入口处看到， 党建

公园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十一”来临前，这个由海棠

园改造提升的党建公园完工，在

保留居民休闲娱乐功能的基础

上，增加了文化宣传、思想教育

功能，以体现党建主题文化作为

公园建设核心， 形成 “一廊、一

区”的党建主题景观体系。

漫步在党建公园，“红色纽

带”串联起党建学习区、党建展

示区2个主题分区，将党建党史知识、精神文明建设巧妙融

入公园休闲娱乐活动中，演绎党建主题景观脉络，展示中国

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传承。居民们多了一个集精神传承、休闲

文娱于一体的教育平台。

在嘉定区江桥镇，国庆期间，30余名青年党员来到八分

园·中国百年搪瓷展览馆，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

动。江桥青年黄佳亮首先作党史宣讲，随后在展览馆馆长谢

党伟带领下，青年党员参观了馆内的搪瓷展品，并体验手绘

搪瓷杯。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丰富了辖区青年党员的组织生

活，不但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艺术体验，还让他们在感受历史

艺术文化中成长，更为他们提供了解党史、国家发展史的新

视角， 激发他们的爱党爱国热情， 矢志不忘曾经的艰苦岁

月，更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去沪郊体验“红色之旅”

国庆前夕，金山区博物馆、金山卫镇等官方公众号为市

民绘制了一条金山区“红色之旅”地图。枫泾古镇的袁世钊

故居，枫泾公墓中的陆龙飞烈士墓，金山工业区的新街暴动

纪念碑，金山卫镇的初心馆、李一谔雕塑、一谔公园……这

些都是浸润着“红色基因”的珍贵文旅资源。

袁世钊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枫泾镇最早的党员

之一 。1926年 ，中共枫泾独立支部成立 ，袁世钊担任支部

书记 。1931年2月13日 ，袁世钊在镇江桃花坞遇难 ，年仅

30岁 。 而枫泾人陆龙飞与袁世钊一起组织成立中共枫泾

独立支部 。1928年1月 ，在陈云同志领导下 ，发动了 “枫泾

暴动”。 茛 下转第二版

长宁：长护险居家服务
首次融入“过程监管”

■本报记者 王嘉旖

三天票房破10亿、刷新10余项影史纪录！
《长津湖》缘何能如此直抵人心？

“赤诚的主旋律 ， 就是如此直抵人心的 。”

无数网友为这句评论点赞时， 国庆档正在热映的

抗美援朝题材影片 《长津湖》 又创纪录了。

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 10 月 2 日 19 时

28 分， 《长津湖》 票房突破了 10 亿元， 观影人

次 2041 万 ， 成为中国影史第 90 部票房十亿影

片。 事实上， 自 9 月 30 日上映以来， 影片蝉联

票房日冠军， 综合票房、 票房占比、 排片占比、

观影人次、 上座率均为同档期第一名， 并呈现连

续三天票房上涨的态势。 截至昨天， 这部史诗战

争巨制已刷新了超过 10 项影史纪录， 包括中国

影史国庆档影片单日票房纪录、 中国影史国庆档

影片首映日场次纪录、 中国影史战争片首映日票

房纪录等。

长津湖一役发生在 71 年前， 但它在人们心

里从未真正离去。 这个假期， 无数人用纪念历史

的方式来感悟当下美好幸福的生活， 走进影院观

看 《长津湖》， 成为许多人带着爷爷奶奶、 父母

孩子一同过节的重要选择之一。 上至亲历抗美援

朝战争的老兵， 下至青春少年， 都为片中炮火连

天的战争场面震撼， 更为比炮火还炽热的志愿军

战士流下深长的泪 。 有网友用画笔进行二度创

作， 在想象的画面中 ， 那些英雄们在 “平行时

空” 中幸福地生活， 评论中这样写———他们是今

天我们最该追的 “星”！

英雄用一枪一炮换来盛世
和平，电影以一笔一画刻画英
雄血肉

电影 《长津湖》 以抗美援朝中长津湖一役为

背景。 71 年前朝鲜战场东线的那一战， 志愿军

第九兵团在零下 40℃的极寒天气里 ， 冲破缺衣

少食、 补给艰难、 没有制空权的重重困境， 重创

美军精锐部队 ， 全歼美王牌作战部队 “北极熊

团”， 迫使美军王牌部队陆战第一师经历了有史

以来 “路程最长的退却”。 这场极惨烈的战役让

整个世界从此不能轻视 “农民武装” 式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 茛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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