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绍兴越城区府山街道铁

甲营社区党委开展“红星闪闪 红船
启航”活动，来自绍兴一中初中部的

党员教师为社区内的孩子带来了一
堂“红色微党课”。党员教师从浙江

嘉兴南湖边上的红船讲起，带领学
生回顾了党的百年历史，感悟中国

共产党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

精神。随后，老师还以“红船”模型为
载体，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理想

主义教育，引导学生继承红色基因、
弘扬红船精神。

黄霄 摄影报道

一艘“红船”载初心

绍兴     生物医药产业是江苏海门重点

打造三大新兴产业之一，主要集中在
海门临江新区、开发区、三厂工业园

区、悦来镇等地区。眼下，位于海门临
江新区的澳斯康生物制药 （海门）有

限公司创新能级快速释放，今年 1至
5月，该公司实现应收销售 1.31 亿

元，同比增长 5321.4%。

澳斯康的高质量发展只是海门生
物医药产业领域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海门通过平台打造、政策集成等措
施，逐步形成了涵盖药物研发、原料

药、医药制剂、片剂及医用新材料、医
疗机械等较为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

链。1至 5月，海门规上生物医药企业
实现应税销售 24.94亿元，同比增长

66.2%，成为全区“3+3”产业中发展速
度和发展质量最好的产业。

临江新区作为海门生物医药产业

集聚地，10多年来依托紧靠上海的区
位优势，选准生物医药作为改道转型

的方向，闯出了“产业+资本+平台”的
发展模式，实现了从昔日的精细化工

园区向生物医药特色园区的华丽转

型。截至目前，该区已成功引进 200余
家生物医药相关企业，培育了百奥赛

图、中科基因、益诺思等一批高成长性
企业；建有国内最大的同位素药物安

全评价实验室、长三角首家大动物影像平台、全球单
体最大的培养基生产基地等产业功能平台。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海门‘十四五’期间重点培

育的生命健康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进一步加

大推进力度。”海门区发改委主任俞军表示，今年，
全区建立了生命健康产业链链长制，将加大以生物

医药为支撑的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力度，力争到“十

四五”期末，全区生命健康产业市值突破 1000亿
元，应税销售总量突破 100亿元。“在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上，将进一步集聚高层次人才、高新技术企业，
建设具有国际化标准、现代化产业和较高人文水平

的科技小城，打响‘海门药谷’品牌。”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刘海滢 俞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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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富了，就该带动村民一同致

富。新冠疫情的到来导致千金镇很多农
户陷入困境，产品大量滞销，沈彬良又会

想出什么办法呢？”

近日，在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东马
干村的一处鱼塘旁，来自该镇原创的《一

诺千金》广播剧从一只只小喇叭里传了
出来。“现在播放的是镇上青年党员沈彬

良回乡创业，和同是党员的父亲一起成
立永根水产专业合作社，与养殖户抱团

科学发展，创建生态养殖模式与全新的

营销模式，与镇、村党员干部一起带领广
大养殖户共同致富的故事。”东马干村村

民刘一水正在鱼塘喂鱼饲料，鱼塘内活
蹦乱跳的大鱼让老刘笑逐颜开。他说，广

播里的播音时间正好是自己每天在鱼塘

忙碌的时候，听着广播，想起以前沈彬良
带他一起创业的日子，这让他干劲更足。

刘一水是沈彬良渔业合作社的一

员，自 2010年合作社成立起，他就“领”
着自家 50亩鱼塘加入其中。“以前养鱼，

都是自己送到菜市场去卖，数量、价格都
不是自己说了算。现在不一样了，只要专

心把鱼养好，技术、销路根本不用愁。”提

及加入合作社前后的变化，他感触很深。
千金镇是农业乡镇，村民大多以养

鱼为生，老年人口占比较大。平常大多难
以通过网络等途径获取最新信息，广播

系统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如今，在千金
镇，无论是鱼塘里、田间地头都能听到

“千千乡音”的播报的内容。目前已覆盖

全镇 10个行政村、120个自然村。
“建立广播站，就是为了发挥广播系

统方便快捷、通俗易懂、覆盖率高且受
众广的‘宣传攻心’之效。”千金镇党委

委员费海峰告诉记者，广播站共设时代
之声、寄语廉情、君从故乡来、榜样力

量、文明实践、健心频道、农事助手、大

美千金八个专栏，每天合理安排播出时
间，分段分时播出。“小喇叭发挥着大作

用。近年来，在‘千千乡音’的倡导下，很
多村民不再无事便打牌、闲谈，而是纷纷

加入到乡村发展建设中来。镇里处处展
现出兴产业、兴文化的蓬勃之势。”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沈勇强

南浔“千千乡音”展现农村新风貌

田头“小喇叭”传递“致富经”

    从“工程师时代”迈向“科学家时代”，

苏州进一步推动产业创新。日前，2021年
（第十三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暨第二届

“苏州科学家日”启幕，对留学人才的专项
支持再“加码”，升级推出《苏州市人才制度

改革十五条》《关于进一步鼓励支持留学人
员来苏创新创业的若干措施》等全新政策

举措，加快构建更大力度、更加开放、更为
精准的人才制度体系。

优化生态 人到苏州才无忧
留学追梦，回苏“生根”，留学人才是人

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苏州“最想留住

的幸运”。
“苏州始终把人才作为苏州最宝贵

的资源、最核心的竞争力，努力建设世界
一流的人才发展环境。”江苏省委常委、

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致辞称，当前，苏州

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面临着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重大历史机遇，正在加快

建设展现“强富美高”新图景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市。苏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渴求人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
件成就人才。

去年，苏州在全国率先设立“苏州科学
家日”，以一座城市的名义给各路英才最高

礼遇。目前，苏州通过打造“苏州科学家日、
科学家苏州日”品牌，向全球发出尊重人

才、致敬科学家的“苏州宣言”。

苏州是一座创新创业的城市，雄厚的
产业基础涵盖 35个工业大类，167个工业

中类和 491 个工业小类，拥有 16 万家工

业企业、近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全球

一流的产业链垂直整合能力。苏州也是一
座优美宜居的城市，人文底蕴深厚，生态

环境宜人，是全球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
市”、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

市、全国首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群”。把
提供优质生活作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

关键之举，可以说是苏州额外的“吸引力”

加成。
近来，苏州持续优化“人到苏州才无

忧”的一流创新生态，全力打造“创业者乐
园、创新者天堂”，不断搭建高能级平台载

体，营造更优创新体系，努力为各路英才提
供更为广阔的舞台。“我们把每年的 7月 10

日定为‘苏州科学家日’，进一步向全世界
宣示苏州对广大人才的重视、珍惜和尊

敬。”许昆林详细介绍了近年来苏州在人才
引进方面的成绩：连续十三年举办苏州国

际精英创业周，已累计吸引近 3万名全球
高端人才，累计落户项目 7287个。

只要“姓”苏 海外市内待遇同
此次苏州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鼓励支

持留学人员来苏创新创业的若干措施》政策

共 12条，结合新时期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
业特点需求，重点聚焦增加留学人员回国就

业机会、拓展高层次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
发展空间、加大对留学人员创办领办企业支

持、强化留学人员激励保障等方面。

政策包括拓宽支持对象范围、鼓励多种
服务方式、实施引才专项支持、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等条款。其中，在“注重对标衔接，强
化灵活聚才”方面，鼓励留学人员通过多种

方式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提出对应聘
在苏州单位驻境外机构工作的留学人员，视

同在苏州本地服务，享受苏州相关政策待
遇；鼓励本市设站单位和国际创客育成中心

等海外载体合作建设博士后联合培养平台，
海外进站博士后享受在苏同等待遇。此政策

堪称“海外市内同权”之创举，意味着无论是

在苏州辖区之内，还是在苏州驻境外的机构

工作，只要是“姓”苏，政策待遇都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为加快“沪苏同城化”步

伐，深化沪苏人才交流与合作，活动期间，沪
苏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与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提升计划启动；中国苏州-德国海外商会联
盟 ·上海专技人才联合培养和评价合作协议

签约，将推进国际人才评价体系贯通；沪苏

两地企业还携手发布新一批技术需求 459

项，榜单金额超过 15亿元。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是苏州重点打造
的重大招才引智活动，从 2009年起每年举

办一届，已形成立足苏州、辐射全国、影响
海外的品牌特色。也正因苏州对于招才引

才的一贯重视，目前苏州全市人才总量已
达 321 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超过 30 万

人。2020年，苏州获评中国年度最佳引才城
市，并连续 9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

引力的中国城市”。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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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加快构建更开放更精准人才制度体系

“““渴渴渴求求求人人人才才才，，，更更更要要要成成成就就就人人人才才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