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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两会宁波两会聚焦聚焦

城市间的抢人竞争压力大
宁波的引才政策要体现错位竞争

“宁波的人才政策制定紧跟上海、杭州的步伐，与长三角其他大城市同
质化严重。”市政协委员、宁波市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薄纪康建议，在浙
江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面对杭州、上海等大城市都在争抢人才的局面，宁
波的人才政策应该体现错位竞争。

“宁波的人才引进不用全面开花，可以先在重点领域形成突破。”薄纪康
委员认为，结合宁波的产业背景，应先将港口、制造业定为优先引才行业。
在制定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上，提高同级别引进人才的待遇，让低一级标准
的人才享受上海、杭州等城市高一级人才的待遇。

还要不拘泥人才的落户形式，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才合作项目。对于难
以落户的，可以采用合作、兼职等多种途径让人才为宁波所用。如上海、杭
州对海外高端人士工作时间规定一年中至少6个月，宁波则可以利用这些
人士这6个月之外的时间进行洽谈。

“政府、政策因素对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是唯一
因素，城市影响力尤为重要。”薄纪康委员建议，宁波市政府应加强对外宣传
力度，提升城市在海外人才心中的形象，通过宣传营造良好的引才氛围。

海洋人才紧缺成短板
建议集中力量引进海洋相关专业人才

作为国家“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近年来宁波的海洋产
业发展迅猛。市政协委员、宁波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船务部总经理助理刘
正义在调研中发现，宁波的海洋人才与海洋经济发展极不协调，海洋人才结
构失衡，制约了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成为宁波海洋事业竞争力的短板。

“同为计划单列市的青岛，拥有海洋科研机构28家，各类海洋技术专业
人才5000余人，占全国同类人才的30%。而宁波与青岛有较大差距。”刘正
义委员认为，宁波“以水为魂、倚港衍生”，亟待加强海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力度。

他建议要进一步完善高校涉海专业，对艰苦行业的专业、部分基础学科
专业及传统专业采取保护与改造相结合的措施，还应增设海洋法律、海洋旅
游、海洋水域保护、海洋信息管理、海洋贸易等人才比较缺的专业。

扶持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建设一批海洋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促进海洋
装备制造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水利用等产业进入宁波，带动区域产业
结构升级。

刘正义委员还建议，因地制宜制定海洋人才发展政策。对外可采取柔
性引进、技术引进等方式解决海洋相关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对内可适时增
加海洋科学职称评定内容，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农业行业留人难
应加大对农业青年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力度

作为长期扎根在农村一线的代表，市人大代表、宁波杭州湾新区旺圣鹅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鲁华芳，对我市农业青年人才紧缺的现状感到忧心。

鲁华芳代表在调研中发现，现在宁波青年人不愿“种田”的情况十分普
遍。大学生在日常管理、技术支持、创新设计方面都有优势，农业发展需要
大学生。但因为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客观问题，农业企业想招纳高层次人
才不容易，面临留人难、发展难等问题。

如何促进我市农业青年人才的发展？鲁华芳代表提出了五条建议，分
别是明晰发展定位，强化产业留才；加强政策扶持，实行资金助才；打造孵化
模式，促进项目育才；培育职业农民，实现乐于成才；弘扬工匠精神，推动专
业用才。

具体包括可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发展历程，发展“小而精”的特色农
业，并在单一农业品种领域内做优质量、做大品牌。进一步强化农业青年创
业就业政策扶持。在各中心镇建立大学生农业众创园，实行土地集中供应、
地租优惠，使农业青年拎包入住，储备优质项目。

鲁华芳代表还建议，探索实行职业农民专业化证书，进一步提高现代农
业门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推动职业学校与现代农业开发区、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的联合互动，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加强
高校涉农专业合作交流，通过“订单培养”“校企共建”等方式，推动农业产学
研用深入合作，增强农业青年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针对性。

首席记者 孙美星

我市在落实省委、省政府“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力度大，
举措得力，深受市民拥护。但市人大代表、浙江盛宁律师事
务所主任赵永清发现，还是有一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没有
建立相应的规范，责任感不强，办事态度冷漠，给办事群众
留下负面影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比如，某女士通过法院的拍卖系统，拍得某住宅小区的
地下停车位产权。她凭人民法院出具的产权过户裁定书，
去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办理产权手续，却因为种种原
因跑了三次。如果不是某女士据理力争，可能她还要跑四
次、五次，甚至更多次。

赵永清认为，对于这类常见的业务，一个部门不同工作
人员采取了随意性很强的不同办证标准，有关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不能与其他有关部门形成共识，方便群众和企业办
事，落实“最多跑一次”就无从谈起。

为此，赵永清建议，本着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的角度，
有关部门应该梳理一套规范，在网上和群众容易看到、询问
到的地方公开展示，让办事的群众和企业很容易查到、了解
办什么样的事情需要什么样的文件，才能办成事。同时，必
须杜绝工作人员的随意判断以及自由裁量，让群众和企业
反复跑，多次跑。

处理有关公务（如审批、发证、接受处罚、缴纳有关费
用）的行政机关及其授权机构，应该与其他有关机构和部门
本着方便群众、方便企业的目的，形成相互配套认可的共
识，避免把办理有关事务的负担转嫁到群众和企业身上。

对于已经答应群众和企业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提出新
的要求，要求新的材料、证明，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的，应当
追究该部门以及责任人员的责任，切实落实“最多跑一次”。

记者 林伟

人才竞争白热化，
宁波该如何错位竞争引人才？
代表委员就如何“抢人才”“培养人才”出谋划策

人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全球、全国各大城市都在
争抢人才的背景下，宁波该如何实现高效引才？除了引进人才，宁波
在本土人才培养上该如何发力？记者了解到，今年两会期间，“人才”
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高度关注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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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市民都注意到，去年我市发生了多起因新房精装
修质量较差引发的纠纷。东方论坛、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上均出现过相关帖子，点击率均过万，网友也几乎都是一边
倒的负面回复。

市政协委员、宁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涂小萍认为，住
宅精装修包含很多要点，装修设计及施工表现出特有的复
杂性，不仅要求有普适性的设计，更需要强化市场监管。由
于涉及多方权益，监管难度极大，房屋精装修尚存许多不尽
如人意的地方。

为此，涂小萍建议，开发企业的精装修住房，应在销售
楼盘内建造实体装修样板房，作为向购房者展示的最终交
房标准；建设单位在精装修住房项目预（销）售合同中，应明
确主要装修设备和材料的类型。精装修住宅交房时的装修
质量不能低于样板房水平，样板房在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
前不得拆除。

开发企业在交房时，除向购房者提供装修质量保证书
外（包括装修明细表、装修平面图和主要材料及部品的生产
厂家等），还需为业主提供装修材料的电子化查询手段，作
为房产交付的必要条件之一。

以精装修住房建设质量为重点，建立开发商商品房建
设管理及企业诚信体系，实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级与
精装修质量业绩挂钩，对优质资质开发企业给予一定政策、
信贷支持等倾斜。 记者 林伟

市政协委员涂小萍：

加强精装修房质量监管

市人大代表赵永清：

加强“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