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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十一届市委十次全会精神

上海因“才”施策把人引进来
    最近， 张江科学城传来一则暖心的消

息。 3 年前，张江摘得全国首个租赁住房用

地后，建设的张江国际社区人才公寓（一期）

即将于明年年初投放市场。张江集团有关负

责人透露，该人才公寓不仅是可以“住”的，

未来还将把周边打造为拥有更多咖啡馆、

“喜茶”等网红店的青年社区。

每到年关，都是广纳天下英才、人才竞

争激烈的时候。 近日，上海开始施行更宽松

的“居转户”，以及引进人才、留学回国人

员申办常住户口等政策。临港新片区、张江

科学城作为重点区域，进一步获得了更大的

空间。

连发重磅政策广纳贤才

11 月份以来，上海连续发布了《关于优

化本市居住证转办常住户口政策的通知》

《留学回国人员申办上海常住户口实施细

则》《上海市引进人才申办本市常住户口办

法》。 从 12 月 1 日开始，上海开始施行更宽

松的“居转户”，以及引进人才、留学回国人

员申办常住户口的政策。

根据《关于优化本市居住证转办常住户

口政策的通知》，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以及上海“十四五”

重要增长极定位的张江科学城，获得了此前

临港新片区居转户缩短年限的政策。

坚持以“城市发展导向”为指引，聚焦重

点产业、重点区域和基础研究领域，将成为

上海人才新政的关键。“张江科学城要实现

从‘园区’到‘城区’的转变，关键在吸引、留

住人才。 ”张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涛表

示，一批人才引进新政的实施，将更好地助

力张江科学城集聚海内外人才，为张江科学

城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一直以来，“人才公寓”都是极富张江特

色的做法。创业人才公寓始建于 2000年初，

也被称为张江人才公寓的 1.0 版，为解决当

时引进人才的住房问题开创了先例。 2017

年，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中，通过大量增加

“只租不售”租赁住宅，以及提高研发、工业

用地人才公寓、宿舍配套比例等,满足科学

城就业人口居住需求。

形成全新“海派人才观”

一系列“重磅”人才新政的推出，秉承了

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海派人才观”。即将进入

“十四五”开局之年、展望 2035 年，上海在人

才观上将有更鲜明的导向、 更精准的目标、

更贴心的服务。 要实现“人人都有人生出彩

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

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

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美好愿景，打造更加

开放的人才发展新格局将成为重要一环。

上海着眼全国发展大局， 以全面强化

“四大功能（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

高端产业引领、 开放枢纽门户）” 为主攻方

向，需要瞄准前沿、弯道超车，打造人无我

有、人有我强的“撒手锏”，提高在世界生产

网络、国际市场体系中的话语权。 要让这些

功能有突破性进展，需要实施更大力度的人

才引进计划，并实行条件管理，明晰分类，才

能因“才”施策。

上海要开门招“才”，不但要锻长板，也

要补短板。 网红带货达人李佳琦落户上海，

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上海要将评价人

才的标准加入市场、创新、创业等要素，改变

以往凭学历、职称等“一刀切”的情况。 是不

是人才，不仅是由人力资源的审批部门说了

算，企业有权推荐人才、人才可以举荐人才、

园区也能力挺人才等。十八般武艺都可以用

在引进人才的“刀刃”上。

记者了解到， 有政府部门在走访企业

时，听到有的孵化器负责人反映，一些想来

中国创业的外国人， 在公司开办之前处于

“空窗期”；因为没有聘请单位而无法办理工

作许可证，影响到其开展经营活动，这让一

些创业人才望而却步。据透露，这样“最初一

公里”的堵点有望近日获得实质性的突破。

一些海外高端人才要举家回国发展，

“太太指数”“奶酪指数”“国际社区” 等综

合配套的细节，往往也会成为他们考量的

重要因素。 随着在中国“洋打工”群体的壮

大， 如何让外籍人才薪酬购付汇等更方便

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将开展便利化改

革试点。

去年， 位于张江的国际人才港开港，浦

东国际人才港的理念是以五颜六色的服务

吸引五湖四海的人才， 创造五彩缤纷的奇

迹，让企业和人才获得最佳体验，最高效率

和最优服务， 努力构建人才服务最优生态

圈。“现在人才港从表面上看，来办事的人数

量并没有增多，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事

项都可以通过一网通办等快捷办理，节约了

人才们的宝贵时间。 ”有关负责人表示。

人才是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的

第一资源。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

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明确，上海要全面确立人

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率先实行更加开放

更加便利的人才引进政策，最大限度激发人

才创新创造活力。当群贤毕至，选择上海、扎

根上海、书写梦想、成就事业时，令人向往的

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将并不遥远。

首席记者 宋宁华

■ 俯瞰北外滩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选择这里 我有“金不换”的理由

■ 石秀

■ 朱雯玲

    选择北外滩的理由是什么？ 就如莎士比

亚所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

而对于正在北外滩奋斗的人们， 每一个答案

都可能是不同的。 有人在这里发现了时代机

遇，有人被人文气息所吸引，有人则是找到了

人生方向。 昨天，记者采访多位选择北外滩的

企业家与白领， 他们讲述了各自爱上北外滩

的理由。

底蕴深厚 创业占先机

达诚基金是一家落户于北外滩来福士广

场的金融企业，董事长宋宜农告诉记者，作为

一家初创公司， 之所以选择来到虹口区北外

滩落户，首先是被这里的营商环境所吸引。 虹

口区政府的服务水准、招商政策、培育机制都

非常出色。 更重要的是，虹口区是中国第一个

对冲基金园区的所在地，公募基金企业云集，

规模在全国绝无仅有。 经过多年的磨合，政府

部门与企业的配合可谓驾轻就熟， 对于基金

公司而言这就是“金不换”的理由。

在落户北外滩之前， 宋宜农对于这片土

地的了解不多， 只知道北外滩的目标是打造

“第二个陆家嘴”。 下班后，他经常会在附近的

老城区走走逛逛，以一位投资人士的眼光，他

发现这一雄心并非虚言。 对于资本而言，首先

这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地理位置优越，

办公成本也相对较低， 虽然老城区的基础设

施有些落后，但都可以依靠后天弥补，而先天

具有的人文底蕴， 则是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

优势。“未来这里一定会成为金融企业趋之若

鹜的热土。 ”宋宜农说，他非常确信，落户北外

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企业已然凭借着北外

滩的崛起占得先机。

以人为本 工作更舒心

朱雯玲是一名在日产（上海）汽车设计有

限公司工作的白领。 她工作的地点，是有着浦

西至高点之称的白玉兰广场。 作为一名土生

土长的虹口小囡， 就在一年前朱雯玲对于北

外滩的认识还停留在“被遗忘的角落”。“平时

不太去，就是知道老房子挺多的，但发展比较

落后， 一直觉得非常奇怪这么好的位置为什

么不发展？ ”朱雯玲告诉记者，去年 1月，她来

到北外滩上班，过去的认知顿时被一扫而空，

在她面前出现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热土。 朱

雯玲的办公室正面对黄浦江， 对面就是陆家

嘴，可以看到上海最美丽的江景。“以前大家

都觉得北外滩都是老城乡， 但现在我会很自

豪地告诉朋友，我现在就在北外滩上班，这里

的发展超乎想象。 ”

在北外滩工作， 最令她感到舒心的是这

里的对于“人”的重视。 白玉兰广场每逢节日，

都会给楼宇中的企业赠送礼物， 还经常举办

各种活动丰富白领的生活。 特别是 20楼的楼

宇党建服务中心，可以提供法律咨询、更换医

保卡等服务。 在党群服务中心耳濡目染，朱雯

玲在去年 11 月 11 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

成为了白玉兰妇女联合会的执委， 参与楼宇

公共事务为他人服务。

政策给力 处处有惊喜

石秀是华瑞娱乐集团上海区域总经理，

她所在的企业，是一家开发 IP 产品的文创企

业。 2018年，企业在虹口注册后，就选择落户

北外滩白玉兰广场。“主要是因为了解到了北

外滩是未来上海重点发展区域， 有着成熟的

商业政策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文环

境非常适合文创企业入驻。 ”

在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 有着近百

年历史的老建筑与陆家嘴金融城遥相呼应；

而在上海最古朴传统的石库门社区， 边上就

是年轻时尚的商圈。 传统与时尚，历史与现代

既有冲突感，又完美交融，这是石秀心目中上

海这座城市独特气质的由来， 也是北外滩最

具魅力的一面。 这样的文人环境，对于文创企

业而言，无疑是甘之如饴。

“大家都说北外滩将是第二个陆家嘴，我

觉得它还可能同时是第二个新天地。 ”石秀认

为，北外滩的未来将是商务、产业、人文、生

活、时尚、景致的完美结合，为人们带来更大

的惊喜。

本报记者 李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