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
自
住
房
可
享
示
范
区
户
籍
待
遇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示
范
区
探
索
人
才
同
城
共
建
，

青
浦
吴
江
达
成
多
项
战
略
合
作

    本报讯 （记者

杨欢）为进一步加快
“沪苏同城化”进程，

持续推动人才资源跨
域流动，昨天下午，长

三角生态绿色发展一
体化示范区举行了交

流任职和挂职干部

“双招双引”暨人才同

城共建座谈会。会上，
上海青浦和江苏吴江
达成多项战略合作。

青浦区委组织部
副部长、区人才办主

任陆志斌，吴江区委
组织部副部长、区人

才办主任徐恒共同发
布人才同城共建战略

合作。根据合作协议,

青浦区和吴江区将紧

紧围绕“人才同城化
共建”和“人才高质量

发展”两个目标，聚焦
人才同城招引、人才

同城服务、人才同城
培育等人才发展重点

领域，构建和形成人
才资源共享、政策协

调、制度衔接、服务贯
通的同城化人才生

态。坚持同城合作，通
过人才制度、人才政

策和人才环境创新，

打破区域行政壁垒，
推动人才资源同城化

自由流动。坚持立足
优势，以人才引领产

业发展，着力于通过
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

形成产业链、价值链、
创新链和人才链的优

化组合，推动青浦、吴
江人才更高质量发

展。坚持市场导向，在
党管人才的原则指导下，统一举措，

共同打造包括政府、市场中介组织、
企业用人单位、高校在内的整体性

同城化人才治理体系。
青浦区金泽镇和汾湖高新区

（黎里镇）共同签署《人才生态共享
战略合作协议》。金泽镇和黎里镇

同处一体化示范区先行启动区，双

方根据青浦区与吴江区人才同城共
建合作协议相关内容，紧紧围绕两

地产业和未来发展优势，各扬所长，
创新共赢，聚焦人才同城招引、人才

同城服务、人才同城培育等人才发
展重点领域，打造青浦区与吴江区

人才同城化样本，构建共建共赢共
享的人才生态系统，为加速先行启

动区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同时，青浦区大

观园经济城和吴江汾
湖高新区科创园也签

署《人才园区战略合
作共建协议》，围绕两

地园区人才资源优
势，实现项目信息共

享、人才园区共建、科

技人才共推、人才智
力共用和创新举措共

办，共同建设互惠共
享、同城服务的共享

园区。今后，两地园区
将在项目、信息、服务

等方面同城同享，在
项目招引、机构对接、

活动举办等方面全面
合作，搭建项目、人

才、管理机构交流互
动平台，加强区域内

产业、科技和人才类
项目合作。

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

干部人才交流上始终
“热度”不减、“热点”

不断，除首批双向交
流干部任职外，还在

人才交流领域不断推
出新机制、新举措。本

次会议上，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执委会营商和产

业发展组组长朱正伟
介绍了示范区人才相

关政策。“比如，要探
索具有示范区特色的

居转户及居住证积分
制度，实现示范区工

作年限或经历的有效
接续。同时要推动实

施示范区高峰人才共
享卡（人才绿卡）制

度，每年定额推荐一
定数量的高端人才，在办理工作、

居留许可时可享受绿色通道、在购
买自住房时可享受示范区户籍待

遇等。人才资格资质互认方面，要
深化示范区 57个《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27个国家统一设置的专业技术

职务系列、继续教育学时学分等互

认，推进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广
区域的人才资质互认和人才要素资

源自由流动。”
朱正伟表示，到 2025年，示范

区人才总量要由现在的 60多?增
长到 100?，净增 40?，同时要打

造产才协同新高地，加快形成示范
区三地间协同互补的产才发展格局

和统一的人才布局。

这一年

“示范区人”有多忙
据示范区执委会主任马春雷

介绍，示范区揭牌成立一年多来，

紧紧围绕一体化制度创新，形成了
32 项具有开创性的制度创新成

果；聚焦生态环保、互联互通、创新
发展和公共服务四大领域，全力推

进 60个亮点项目；着力整合政府、

市场和社会各界力量，构建形成了
“业界共治、机构法定、市场运作”

的跨域治理新格局。目前，示范区
建设基本形成了从规划、标准、政

策、法治 4个维度、制度创新 8 个
方面来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四

梁八柱”总体框架。各方从“共同推
动具体项目”到“共同实施行动计

划”，再到“共同制定行为准则”，对
一体化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

诸多阶段性成果的取得，离不
开各方协力合作、艰辛付出。这一

年，“示范区人”有多忙？上海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
员会副主任张忠伟分享的一组数

据可见一斑：这一年，执委会大楼
里开了 1079 场会，开会人次达

19386 人，平均每天有 4 场对接
会、讨论会；盖章最多的一个文件

由两省一市共盖了 13个章；研究
制定时间最长的一份文件是示范

区国土空间规划，花了 18个月，目

前还在国务院进行审批，这是全国
第一个跨省域的空间规划；距离最

远的一次会议是执委会和开发者
联盟与北德地区汉堡商会的对话

会，开会双方距离 12000公里。

曾焦虑

担心辜负这片土地
“示范区建设没有低垂的果实。

执委会的同志们曾经像焦虑的农

民一样，担心不够努力，种不出好
粮食，辜负了这片土地。但他们也

是坚定的拓荒者，敢于在无人区里
走新路。”张忠伟表态，执委会的同

志们敢扛硬活，能打硬仗，在第二

年也不会懈怠。
根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建设 2021年重点工作
安排及责任分工》，今年示范区将

编制一体化示范区先行启动区国
土空间规划并按程序完成报批，有

望于春节前后获批。根据批复的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在今年 6 月底

前，示范区将完成报批并推进实施
一体化示范区水利、生态环境、综

合交通、供排水、燃气、产业发展、
文化旅游等一批专项规划。

今年 9月底前，示范区将编制
形成水乡客厅城市设计和重点区域

控制性详细规划，研究提出水乡客
厅开发建设、共建共享机制。同样以

9月底为完成节点的还有推动一体
化示范区内率先试点科技创新券通

用通兑，探索建立“揭榜挂帅制”科
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机制，探索推进

一体化示范区科技类社会组织直
接登记；推动一体化示范区公共服

务领域移动支付互联互通，试点跨
区域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建设；深

化推进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建设方案研究和研究形成
一体化示范区跨区域财税分享实

施方案等一体化制度创新工作。

再努力

“无人区”里“闯新路”

与此同时，今年还有一批重点
项目将在示范区开工建设。2021

年，示范区将加快开展嘉青昆快速
路、江陵路-同周公路-锦淀公路-

崧泽高架快速路前期研究工作；加
快推动浦港路南延-西塘至芦墟公

路（吴江-嘉善）、锦商公路-金商

公路（青浦-?山）、丁新公路北
延-莲龚路（青浦-嘉善）前期工

作，力争今年开工建设；打通复兴
路-曙光路，继续推进外青松公路、

胜利路-沿沪大道建设。
此外，元荡岸线生态治理、提

防达标及岸线贯通工程（二期）；淀

山湖岸线生态修复、堤防达标及岸
线贯通工程；太浦河岸线生态修

复、岸线贯通工程示范段等项目也
已排下推进计划表。
“示范区建设就像在‘无人区’

里‘闯新路’，酝酿时可以表达各自
的‘想法’，协商时努力形成共同的

‘看法’，落实时必须按照统一的
‘做法’，不断凝聚共识、平衡利益、

统一行动，推动各方从不一致走向
一致。”

马春雷表示，今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更是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的发力之年。示范区将按照“一田
三新”定位，以一体化制度创新为

引领，以重点项目建设为载体，以
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抓好重大前

瞻性问题研究，聚焦 57项重点工

作，不断提升制度创新度、项目显
示度、民生感受度。

本报记者 杨欢

    中小学教师要合理流动，这不
是新鲜事。 仅 1999年至 2013年
的 15年间，国家先后出台了与教
师流动相关的 12个政策文件，以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但
是，绝大多数教师一辈子只服务一
所学校仍是常态。

近日，上海市教委、市委编办、

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联合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中小学教
师人事管理制度建设的指导意
见》， 有望打破长久以来促进教师
流动始终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

为什么中小学教师必须流
动？不妨说说金山区的实践。该区

正视高端人才数量不足这一短
板，于 2018年 11月面向全市引
进了 9位各个学科的名师， 希望
他们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促进全
区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9位引进
的专家各自成立了工作室， 在全
区遴选带教 115位骨干教师。 比
如， 高中化学名师工作室指导 3

位学员在省市级期刊发表教学论
文， 指导 4位学员开设区级公开
课， 指导 1位学员在全市实验技
能教学大赛上获奖。 比如，小学英
语名师工作室指导学员开展个性
化项目研究， 学员们或承担国家
级的课堂展示任务， 或参与市级

教学科研课题研究。 区教育局将
此举称为“柔性流动”，因为这批
来自市区的名师是不带编制的，

属于“帮忙”性质，所取得的效果
却是立竿见影的。

试想，如果家门口的每一所学
校都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领衔，家
长怎么还会削尖脑袋甚至倾囊购
买学区房把孩子往“名校”送呢？如
果打破教师的固有身份，从编制上
建立起“不为一校所有，但求各校
共用”的机制，会是怎样一种可喜
的局面？ 此次上海的师资配置“新
政”，不仅要求新评特级校长、特级
教师、正高级教师要流动到乡村学

校或初中强校工程实验学校，而
且，每一位中小学教师在 10年内
都必须有规定的流动记录。以前习
惯说“我是某某学校的老师”，以后
可能就会变成 “我是某某区的老
师”， 或者干脆自豪地说：“我是上
海市的老师。 ”

教师怎么流动，相信还会有市
级和区级层面的配套细则出台。建
议不要只是单向地 “从高往低”流
动，能否也要有一定的“从低往高”

流动机制呢？ 这就是说，一方面要
把“名校”里的师资往下赶，另一方
面也要让普通学校里的优秀教师
有机会往“名校”或示范性学校流

动。 事实上，普通学校里也有许多
潜质相当不错的教师，只是他们面
对的不是“一流学生”，不得不花费
大量的精力在纪律管理和家校沟
通上，而在教学业务上却得不到出
彩的机会。如果把他们“提拔”到一
流学校干上若干年，不仅对他们的
业务长进有好处，对一流学校的教
师或许也会有“鲇鱼效应”———“名
师”也不要总以为“是我成就了学
生”， 更多的是优质学校的平台成
就了“名师”。

促进教师流动，先要让“名校”

教师有紧迫感，还要让普校教师有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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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
王 蔚

新民眼

这一年，建设成果如何？
新一年，示范区怎么干？

    聚焦 57项重点工作， 不断提升制度
创新度、项目显示度、民生感受度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成立一年多来，建设的进展如何？有哪些
新的收获？新一年到来，各项工作将如何开展？未来有哪些举措值得期待？昨天举行
的示范区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给出了答案。

会议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听取了示范区建设 2020 年工作总结,示范区执委
会干部管理模式创新和转隶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示范区建设 2021 年重点工作安
排,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示范区水利、生态环境、产业发展、
文旅发展等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示范区建设 2020 年重点工作各牵头单位向理事会全
体会议书面报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