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让人才安心留鄞、乐业在鄞，鄞
州区委组织部（区委人才办）联动多部
门，围绕人才生活发展全周期诉求，在全
市率先推出“五优五遇”人才大礼包，出
台了涵盖医、食、住、行、娱五大项15条
服务举措，让人才在甬、在鄞创业创新

“无忧无虑”。
为解决人才“落脚”难题，鄞州区在

全市率先出台人才住房保障专项政策，
全域建成2337套人才公寓和6486套保
障性租赁住房，筹建1万余套保障房，对
符合条件的人才优先安排人才公寓，房
租可享最长不超3年的全额补贴。持精
英卡的专家人才，在鄞州区首次购买唯
一住房，可享10万元-100万元不等的
购房补贴。目前，鄞州区已筹建1.36万
套保障性租赁住房，累计交付117套人
才安居专用房，累计发放各类人才安居
补助7.8亿元。

越来越多精英人才选择这片热土，
背后是鄞州区聚焦产业发展所需、以产

“谋”才的求贤之心。从基础制造业到前
沿高新技术产业，从专精特新“小巨人”
到单项冠军，青年人才扎根鄞企，用他们
的“最强大脑”推动着区域科技创新和经
济社会发展，一幅产才融合的发展全景
图正在鄞州徐徐铺展。

“鄞州的企业平台好，政策也给力。”

85后海归博士后洪宇喆非常庆幸回国首
站选择了鄞州，并成为首届“博创鄞州”
计划青年人才。目前，他已成功研发出
目前国内技术最优的高性能、高可靠性
层状防弹陶瓷材料，并帮助企业建立首
期生产线。与他同期一起留鄞工作的
3名青年博士后，也都在各自领域一展
所长。

近年来，鄞州区聚焦博士后青年人
才引育，已连续举办3届宁波博士后“双
百”供需对接会，累计达成全省博士后供
需合作意向360余项，为鄞州博士后设
站单位招引优秀青年博士人才73人。
一名全职博士后从入站到出站留鄞，可
享受120万元的生活补助，政策力度走

在全国前列。鄞州区首创的“博创鄞州”
计划，更是全省唯一一个面向已实现成
果转化的博士后推出的集评选、激励、培
养于一体的创新类青年人才计划。

11月10日，2023年第二届“智鄞未
来”大会即将举办，通过一场主活动与精
准揽才、产才融合、校地合作、才企服务
四大专题活动，诚邀海内外英才选择鄞
州、扎根鄞州，加快一批科技成果转化，
合作共建创新承载能级强的高端平台，
加快打造“热带雨林式”创业创新生态，
塑造鄞州高质量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首善之区、争当中国式现代化区域示范
新优势。

陈慧慧 鄞才轩 王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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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为青年人才“搭台筑梦”
一场以理想之名的双向奔赴

鄞州为青年人才“搭台筑梦”
“来这儿求职面试，还能享 7

天免费住宿，在网上看到消息后，
我就提前申请了。”初到宁波，来自
湖北恩施的应届毕业生陈英走进
鄞州青年人才驿站，眼前的一幕让
她倍感惊喜——房间宽敞舒适、干
净整洁，各类设施齐全，桌上还贴
心地放置了求职引导和生活服务
指南。

“喝着咖啡、逛着集市就能把
工作找了！”在鄞州首场人才夜市
上，来自浙江台州的应届毕业生何
杨威，体验了一把在热火朝天的夜
市中找工作的新鲜感。面对50家
企业推出的700余个岗位，他一口
气投出了五六份简历，期待在鄞州
繁华商圈开启自己的职场生活。

细微的人才服务、优渥的创新
环境，让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四面
八方汇聚而来，不断为城市发展

“添智聚力”。截至 10 月底，鄞州
区人才总量达43.84万，新引进青
年大学生数全市第一，建成省级以
上博士后工作站 59 家，规模居全
市第一、全省前列，其中国家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 13 家，数量居全
市首位。

“奔甬而来 智鄞未来”第三届百所高校·百名博士后供需对接会。“奔甬而来 智鄞未来”第三届百所高校·百名博士后供需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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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全书共收录省内88个汉语
方言点的语料，共计4卷11册，分别
为语音卷3册、词汇卷4册、语法卷1
册、口头文化卷3册，并充分利用多媒
体手段和计算机技术，采录大量长篇
语料，调查内容丰富多样。

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褚超孚介绍：
“在这套丛书中，浙江省内各种方言都
得到了详细记录和分析。此外，本丛书
还收录了大量的民俗语料，如谚语、俚
语、民间故事等。这些民俗语料，是我
们了解浙江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的重要
窗口。通过研究这些民俗语料，可以更
好地理解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
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浙江省是首
批开展语保工程的试点省份。”《中国

语言资源集·浙江》主编、浙江师范大
学中国方言研究院王洪钟感慨地说，

“我们几个语保工程的老兵，从当年
的年富力强，到今天的两鬓斑白，一
直在跟时间赛跑。从田间地头、街头
巷尾‘采摘’方言，经过符号化、文本
化处理后‘搬’到纸面上，同时借助现
代数字化技术使之能重现到喇叭里、
屏幕上，力求原汁原味原生态，不折
不扣‘零添加’，可以说打了一场浙江
方言保卫战。”

发布会上，宁波口头文化发音人
林国芳表演了宁波童谣串烧，余姚口
头文化发音人鲁桂花用余姚方言讲
述了她关于语言保护的故事，风趣幽
默的表演让现场读者感受到了方言
的魅力。 记者 李臻/文 张培坚/摄

“正月嗑瓜子，二月放鹞子，三月上坟带银子，四月种田下秧子，
五月白糖揾粽子，六月朝天扇扇子，七月西瓜吃心子，八月月饼嵌馅
子，九月吊红夹柿子，十月沙泥炒栗子，十一月落雪子，十二月冻煞
凉亭叫花子。”

昨日，随着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宁波童谣的唱响，新书《中国语言
资源集·浙江》发布会在浙江书展现场举行。

八年磨一剑，该丛书是浙江近年来语保调查成果的一次全面展
示，打开了浙江语言文化的一扇窗口，不仅是读者了解浙江各地方
言和方言文化的读本，还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方言文化资料。

为何编写这套丛书？浙江省语委
办主任朱鸿飞介绍了其中缘由。

“方言是乡音，更是一种文化。‘十
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浙江是语言
资源的宝库和研究宝地，几乎每个地
方都有自己的方言。但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各地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发生变化，有的还面临消亡。因此，
如何深入推进方言文化调查研究和保
存保护，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朱
鸿飞介绍，“历年来，在教育部和国家
语委领导下，我省‘高站位系统谋划、

严标准狠抓质量、宽视野推进应用、大
力度保障管理’，这些‘浙江经验’获得
了国家语委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
中心的高度评价。”

在教育部语信司指导下，“中国语言
资源保护工程·浙江汉语方言调查项目”
于2015年启动，经历五年田野调查，并
成立了以王洪钟、黄晓东、叶晗、孙宜志
等为主编，各调查点负责专家为编委的
专家团队，自2020年开始编写工作，经
过三年多努力，该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于今年5月发行。

推进方言文化调研和保护，十分迫切

和时间赛跑，打一场浙江方言保卫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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