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统计，2021年宁波新引进
大学生 21.6 万人，同比增长
30.7%，其中本科增长42%，硕博分
别增长10%，硕士首次突破万人。

在博士后高端人才的引进
上，宁波推出优厚的人才落地政
策，比如鄞州区建立了许多博士
后工作站，并推出一系列优惠政
策吸引博士后，博士后进出站都
能享受奖励，进工作站补贴60
万元，出工作站还能拿到60万

元，总共120万元。此外，博士后
在宁波的生活、子女教育等方面
都享受优惠政策。2021年宁波
新建省级博士后工作站53家，居
全省第一，新进站博士后261名。

在技能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上，宁波也是马力全开。如推动
成立技能大师联盟，开展“万名优
师育高徒”培养行动。2021年，
宁波新增高技能人才8.16万人，
同比增长21.1%，入选省级人才

培养工程青年拔尖人才15人，居
全省第一。

此外，我市通过开展人力资
源服务业清理整顿市场秩序专项
行动，营造良好的人力资源行业
环境，使行业规模持续位居全省
第一。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市突
出贡献专家、市优秀留学人才评
选力度，举办第一届宁波技能大
赛，开展“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
宣传活动，助力吸引人才。

宁波今年第一批集中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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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文）今年宁波市
区第一批集中供地，昨天结束全部33
宗宅地的拍卖，全数成交，总成交金额
约 265.2 亿元，计容总建筑面积约
255.5万平方米。其中有4宗商品住宅
用地（含商住混合用地、商品住宅和保
障性租赁住房混合用地）、1宗安置房
用地（江北云水湾二期安置地块）被拍
至封顶价，今天将通过线下摇号确定最
终的竞得方。

在房企融资环境有所转好、楼市调
控政策松绑态势明显的当下，整体看，
这批次宅地拍卖气氛还是比较热烈。
当然，这批次的商品住宅用地还是“限
房价”，且与各自周边在售楼盘相比，价
格上也基本持平，对于购房者而言，不
用太担心新盘房价上涨。

其中，20宗商品住宅用地成交总
金额约245.1亿元，计容总建筑面积约
181.9万平方米。

9宗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不含东
钱湖商品住宅与租赁混合地块）成交总
金额约5.9 亿元，计容总建筑面积约
41.9万平方米。

4宗安置房
用地成交总金额
约14.2 亿元，计
容总建筑面积约
31.7万平方米。

“知产”变“资产”
海曙巧搭融资桥
破解企业融资难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刘
宵盈）“非常意外，没想到一份专利证
明也能申请贷款。”4月18日下午，位
于海曙的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车间正开足马力生产订单，负责人
姜建国说：“多亏了政府部门推出的知
识产权融资服务，让我们有足够的资金
继续投产。”

今年以来，为扩大知识产权金融服
务的普及面和惠益面，帮助小微企业解
决因缺少不动产担保而带来的融资难
题，海曙区市场监管局积极整合部门和
社会资源，建立政银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联络员队伍，由泰隆银行海曙支行成立
质押业务敏捷小组，提供全流程的政策
咨询、产品推介、业务协调等服务。目
前，海曙区共有13家企业办理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总金额达3.9亿元，其中
专利质押融资1.1亿元，商标质押融资
2.8亿元。

“辖区不少企业属‘轻资产、重科
技’的中小微企业，不少面临资金不足
的难题。”海曙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有效扶持企业发展，海曙区
市场监管局联合本地金融机构，以专业
化力量协助企业盘活有效的知识产权
资源，帮助企业凭借知识产权实现轻松
融资，将“知产”转为“资本”。

去年新增高技能人才8.16万人，新建省级博士后工作站53家

宁波人才引进走在全省前列
在 2022 宁 波 人

才日举办之际，记者
从宁波市人才办、人
社局了解到，相关部
门对 2021 年宁波引
进人才工作进行了调
研和统计，人才引进
工作取得了新成效新
突破。

宁波市人社局相关工作负责
人表示，为了做好各类专业技能
人才、高端人才的引进工作，我市
不断改革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如通过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
绑，激发人才自主活力。建立职
称“直通车”评审机制和特殊人才
绿色通道；深化“1+X”绩效工资

制度，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的分配机制；搭建省内首个东
西部协作专技人才服务管理平
台。深入实施领军和拔尖人才培
养工程，为82名人才兑现本土人
才培养升级奖励。全面实施新时
代宁波工匠培育工程，全年技能
提升培训42.27万人次。

在人才政策方面，宁波推出

青年人才租房补贴，升级面试交
通补贴。局级领导带队开展“三
为”实践活动，全年组织“三服务”
154次，联系企业708家次，帮助
解决困难问题533个，有效激活
人才、市场主体、社会和政府的内
在动能，全面营造识才爱才敬才
用才的人才生态。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甬祖轩 任社

创新机制、优化政策，全面营造人才生态

新引进大学生21.6万人，高端引才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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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好人榜”2022年
3月名单揭晓，宁波有3人上榜，
他们分别是获得“助人为乐好人”
的宁海县桑洲小学退休教师章思
滚、获“诚实守信好人”的海曙区
南门街道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
负责人贺元英、获“孝老爱亲好
人”的余姚市阳明街道胜山社区
居民沈国英。

他发起成立“银发讲师团”
为山区村民宣讲红色文化

88岁的章思滚居住在宁海
县桑洲镇坑口村，为了使山区的
党员干部和村民更好地接受红色
文化，1987年，身患心脏疾病的
他不顾子女反对，发动当地热心
退休教师，成立了银发讲师团。

为了讲好政策，章思滚裁剪
报纸、标注重点、收集素材，每逢
重要会议都用笔摘录会议内容，
并结合当地实际准备讲话稿，经
常伏案到深夜。演讲稿写了300
余份，叠起来有近3米高，做教案
的本子堆了满满5大箱，宣讲内

容涉及党史教育、抗战故事、烈士
事迹等专题50多个。

他还发动讲师团成员发挥特
长，自编自创了党史教育诗歌、快
板等，让宣讲更接地气，深入人
心。35年来，章思滚带领的“银发
讲师团”为村民带来理论宣讲“好
声音”，目前讲师团已有9名成员，
平均年龄达到70岁以上，足迹遍
布桑洲镇20多个村庄。

她独创“五步帮教法”
为禁毒帮教工作呕心沥血

作为海曙区南门街道社区戒毒
（康复）工作站负责人，21年来，贺元
英为禁毒帮教工作呕心沥血，兑现
着“只要涉毒青年不再复吸，就管到
底”的承诺。

她独创的“五步帮教法”成效
显著，长期帮教人员中有83%回
归社会、78%实现再就业，31人
15年以上不复吸，52人10年以
上不复吸；她放弃安享晚年，虽已
年逾七旬仍坚守在戒毒第一线，
贺元英说：“只要他们叫我一声

‘阿姨’，我就是他们永远的‘禁毒

阿姨’，会一直管下去。”

她以青春为代价
为残疾弟弟撑起一片天空

沈国英在1岁时，生父因病
去世，母亲带着她改嫁后生下同
母异父的弟弟沈永海。

1972 年夏天，弟弟独自在
家，因突发脑膜炎救治不及时，留
下了后遗症，成为了精神残疾人，
一旦发病，见人就打。此时，沈国
英的母亲已经去世，她与继父一
道照顾患病的弟弟。

1980 年继父去世，留下遗
嘱希望沈国英去过自己的生
活。然而，她婉拒了他人的追求
和好意，选择和弟弟相依为命过
日子。长姐如母，此后的40多
年来，沈国英悉心照顾病弟，以
青春为代价，为弟弟撑起了一片
无忧的天空。

沈国英说，“没有他，我的生
活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但既然
我担起了这个责任，就一定要负
责到底。”

记者 朱琳

3月“浙江好人榜”揭晓
宁波章思滚、贺元英、沈国英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