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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季度，上海通过留学人员落户直

接引进 6000人，同比增长 55%。引进的留学
人员中，90%以上具有硕士、博士学位，平均

年龄 28岁。目前来沪工作和创业的留学人
员已经达 20多万人，居全国首位。是什么让

上海像一块磁铁，紧紧吸引海外人才来上海
创新创业。近日，记者来到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寻求答案。

解决海外人才后顾之忧
今年 2月 26日，苏州华德电子有限公

司总经理翁文星获得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

证。这是上海市首张面向非在沪工作外籍人
士的海外人才居住证。

来自马来西亚的翁文星接受采访时说，
相信这个政策在未来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海内

外的人才来长三角示范区工作，对企业招聘

更多的海外人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上海市
海外人才居住证的“含金量”是出了名的足，持

证人在上海可享受医疗保障、子女教育、金融
服务、通关便利、购房政策等多方面权益。

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部门
介绍，上海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如

何让海外人才享受市民待遇，从 2002年起
上海开始实施海外人才居住证制度，这项全

国首创的解决海外人才在沪生活待遇的人

才制度，覆盖了入外籍留学人员、外国人才、

港澳台人才等各类无户籍的海外人才群体。
海外人才居住证制度对吸引海外人才

来沪工作、创新创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
上海又出台政策，实现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中国绿卡”）与海外人才居住证的无缝对
接。2020年，新修订的海外人才居住证管理

办法及实施细则建立了梯度化的待遇服务

体系和便利化的使用体验。持证人可在居留
许可、工作许可、创办企业、社会保险、行政

机关聘用、公积金、子女教育、资格评定考试
和登记、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通关便利、来沪

定居、永久居留、金融服务、驾驶证照办理、
非营业性客车额度拍卖、评选表彰、政务服

务等方面享受权益，全面解除后顾之忧。
今年，上海还进一步加大对临港新片

区、张江科学城和虹桥商务区等重点区域的
支持力度，并允许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吴

江、嘉善）持“中国绿卡”的外籍人才直接办理
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探索同城化待遇。

留创园让海归圆创业梦
自去年临港新片区留创园揭牌以来，已

经有 12个国家与地区的留学归国人员在这

里成立了 44个创业项目，海归创业梦在这
里生根发芽。自 1995年起，为支持留学人员

来沪创业，上海陆续设立张江、嘉定、漕河泾

等 12家留学人员创业园，未来还将在“五个
新城”设立留学人员创业园。

留创园已成为留学人员来沪创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据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相关部门介绍，留创园为留学
人员创业企业提供综合支持。留创园提供软

硬件公共服务、项目孵化服务、人才政策服

务、创新创业服务等各类创业支持，切实帮
助了初创企业。截至去年底，留学人员在沪

创办企业达 5600余家，注册资金超过 8亿
美元，大部分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业

领域主要集中在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咨询服务业等。其

中，再鼎医药等多家企业已挂牌上市。2020

年海归及国际人才吸引力城市榜单显示，上

海是海归创业企业上市最多的城市。

追求“润物细无声”效果
从历史上看，在留学人员工作方面，上

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1997年，上海成立全

国第一个管理和服务留学人员的工作部门；
2002年，发放国内第一张海外人才居住证；

2003年，实施“万名海外留学人员集聚工
程”；2005年，率先出台专门鼓励海外留学人

员来沪工作创业的文件，并于同年实施留学

人员专属人才计划———“浦江人才计划”；

2005年-2010年，在实施“万名海外留学人
员集聚工程”的基础上，启动第二轮、第三轮

“海外人才集聚工程”；2013年，首次制定留
学人员外籍子女享受优惠政策，在全国率先

实现留学人员外籍子女在就学、参加医疗保
险等方面享受市民同等待遇；2015年，修订

印发《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管理办法》，将

证件最长有效期从 5年延长至 10 年；2016
年，在全国第一个实现“中国绿卡”与上海市

海外人才居住证对接，确保“中国绿卡”各项
待遇在沪落地；2019年，推出“海外人才集聚

工程 2.0”行动方案，首次提出“七个一”举措，
打造“留 ·在上海”品牌活动，推出专门服务留

学人员的线上留学人员之家———上海留学
人才网，全面推进留学人员工作跨越发展；

2020年，首创“留 ·在上海”系列活动之全球
直播对话留学人员特别活动，首创“4+1”海

外人才新政集成发布，首创集“展谈赛会”四
位一体的留学人才交流大会……据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部门介绍，上海的留
学人员工作是系统的、延续的、开放的，这些

年一直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正、不断创新，
特点是“润物细无声”，上海没有砸多少万元

引进人才的轰动举措，但高层次人才需要
的，上海已经考虑到了。 本报记者 鲁哲

目前来沪工作（创业）留学人员达 20多万人，居全国首位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浦东新区塘桥街道

“新长征精神代言人”

讲述长征故事
“长征精神既不遥远，也不枯燥。它就像

美丽的格桑花一样，永远开在我们心中。”在

浦东新区塘桥街道，塘桥社区党校讲师、“新
长征精神代言人”邓玉平举行的分享会上，讲

述了她重走长征路的特殊经历。
邓玉平，老红军邓志云之女。2004年起，

她 12次重走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

等多条长征路，沿途祭奠红军墓，拜访了 250

多名老红军，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她写的

《长征路上血脉情》一文被编入《大学语文》，
她为各地开出长征讲座 260多场，被称为“新

长征精神代言人”。
“我的父亲邓志云 12岁就参加了长征，

在我们姐弟 4人成长的过程中，父亲说得最

多的就是长征。”2004年暑假，邓玉平打定了
主意，“我学历史、教历史一辈子，何不亲身去

感受历史，身体力行地告诉学生长征到底是

什么？”虽然她患有肾病和高血压，但家人还

是支持她：母亲为她整理行装，弟弟在她第一
次长征时还特意陪她走了一周。

分享会上，邓玉平从“品读长征”“拜访红
军”“传承精神”3方面将自己的所见、所思、

所感作了生动讲解和深刻诠释，将一个个长
征故事娓娓道来。

聆听了分享会的党员们表示，长征是共

产党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篇章。重温长征史，让
人感受到新时代的长征精神永葆青春。

首席记者 宋宁华

    本报讯 （记者 季晟祯）

建党百年读什么书？书单来了！
作为“市民修身行动”的重头戏

之一，2021 年第二季 15 本市
民“修身”书单出炉。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本季
书单带大家阅读红色经典，一

起重温峥嵘岁月，感受建党百

年征程。
经过专家学者筛选，刘统

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李忠杰的《领航———从一大到

十九大》、李君如的《百年大党
正年轻》等佳作皆入选书单。上

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如
何理解这座光荣城市的基因？

《光荣之城：上海红色纪念地
100》精心撷选上海 100处具有

代表性的红色地标，用大量丰
富的史实，图文并茂讲述上海

红色纪念地背后的故事。如何
从党的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

《初心的传承———中国共产党
人的家风》重温 32位优秀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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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各街镇开出的这些党课“亮”了……

身边人讲身边事 榜样力量激励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何在党史学习中进一

步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上海各街镇不仅引导党员居民向“远方典

型”学习看齐，而且大力发掘“身边榜样”，鼓励优秀
居民走上讲台，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拓展党课内
容，让党史学习在情景交融中入耳入心。

长宁区华阳路街道

“民星”讲师上党课
重温老同志事迹

“被敌人用刺刀包围，还敢站出来，你害
怕吗？”“不害怕！”“为完成任务要通过重重关

卡，面对敌人严酷搜查，你害怕吗？”“不害
怕！”日前在长宁区华阳路街道推出的“共学

党史 ·传承基因”微讲堂上，街道“三老谈心
站”站长陈鹤龄问了革命老同志张正两个问

题，95岁老爷爷给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

在陈鹤龄的讲述中，张正革命时期参与
地下工作，护送党的核心人物安全转移的经

历惊心动魄；始终怀着“一生一个强国梦，一

世一个航天情”信念的雷建华让人敬佩。参与
“两弹一星”研发的航天人克服种种困难，为

国争光的事迹，让青年党员们深受教育；未能

到现场的朱凯，奉献热血，九死一生，生动诠
释了“爱党、护党、为党”！

青年党员、团员听了三位老同志的故事后
发表感言。街道机关青年代表何家绮说：“听了

几位前辈的故事，让我们坚定了理想信念。我

们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努力为群众办实事。”

据介绍，华阳路街道成立了由荣获长宁
区金奖标兵称号的党总支书记、参与“两弹一

星”事业的老党员、关心下一代报告组成员等
23位老同志组成的讲师团，“民星”讲师们在

社区、校区、园区、街区等开展专题党课，将参
与革命斗争、“两弹一星”事业老同志的故事，

以亲历者、见证者和身边人的身份倾情讲述，

引导广大党员、群众感受党的红色精神，激励

大家坚定理想信念。 本报记者 屠瑜

杨浦区殷行街道

青年党员宣讲
100名身边榜样故事
从 94岁高龄、党龄 74年的老兵，到年届

花甲的社区自治中坚力量，再到工作兢兢业

业的“90后”企业骨干，在杨浦区殷行社区，
1.1万余名共产党员薪火相传，将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与使命传承发扬。
连日来，殷行街道的青年党员来到社区

中，讲述其中 100名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当

群众们听到，历经多场大战并荣立一等功的项

凤亭老人 13岁就参军打鬼子，援鄂医疗队员
汪娟在护理一线发高烧引发一场虚惊后又立

即回到抗疫一线，都深受感动，再听到大家都认
识的“小巷总理”范伟华带领大家一起加装电梯

的故事，更感亲切。100名党员就像 100面红
旗，插在殷行社区，激励殷行人继续奋斗。

殷行社区生活着 1.1万余名党员。他们

中，既有在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在和平年
代奉献余热的离休干部，有在生产一线刻苦

攻关、在社区中乐做志愿者的科技人员，也有
在危难中逆行的医护人员，进百家门、解百家

难的居委干部，以及在三尺讲台呕心沥血的

人民教师和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企业家等。
这些身边的榜样格外值得社区居民了解

和学习。因此，殷行街道党工委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在社区党员中开展“百名党员百面旗”

系列活动，大力表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
作岗位涌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先进典型，并通

过深入采访，汇编成群星闪耀的《百名党员百

面旗》一书。近期，街道青年党员还组成了党
史学习教育基层宣讲团，并制作展板巡展，将

100名优秀党员的故事讲给更多殷行人听。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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