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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公布
力争2024年全市人才总量达110万人

本报德州5月16日讯 (记者
胡兵 通讯员 王志冕 ) 5

月13日，德州市委人才工作会议
召开。会前，印发《德州市新时代
人才强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关于促进产
才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德州
市“三年十万大学生兴德计划”
实施方案》文件，彰显德州惜才、
爱才的决心，也再一次吹响了德
州引才、留才的号角。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单位，
制定出台这3个政策文件，旨在
针对性解决全市人才队伍总量
不足、结构不优、产才融合度不
高等问题。”德州市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

《德州市新时代人才强市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提出了“一年全面起势、两
年初见成效、三年形成特色”的
总体目标，是推进人才工作的

“任务书”“路线图”。

《关于促进产才融合发展的
若干措施》围绕推进产业链、人
才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

“五链合一”，提出了17条政策措
施，主要目的是提升产才融合发
展匹配度，助力先进制造业强市
建设。

《德州市“三年十万大学生
兴德计划”实施方案》重点围绕
实施引凤、留凤、还凤、强凤、惠
凤“五凤工程”，提出34条政策措
施，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
市、年轻人喜欢的城市。

“3个文件既密切联系、互为
补充，又相对独立、各有侧重；既
从全局视角进行整体谋划，又分
领域实施重点突破。同时，各项
政策措施和预期目标均明确了
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责任单
位，确保可执行、能落地。”该负
责人表示。

按照三年行动计划目标任
务，到2024年，德州市力争人才
总量达到110万人，并形成层次

分明、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
为此，3个文件重点聚焦人

才引育留用重点环节，推出大批
政策“干货”。

比如，对顶尖人才、重大人
才项目，建立“特事特办”“政策
漫游”机制；对领军人才给予350
万元“创业券”激励、210万元薪
酬补助。

比如，对重点企业和项目，
实行“一企一策”“一项目一策”，
赋予政策“定制权”“破格权”“荐
才权”，让企业真正引用自己需
要的人才；对具有特殊才能或作
出突出贡献、现行人才分类难以
界定的人才，可由同行业专家举
荐认定，真正变“帽子评价”为

“东家定价”、变“政府认定”为
“市场认可”。

比如，研发专属“德才码”，
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推进人才
政策、人才服务“一码供给”“一
键匹配”“免审即享”，打造“一人
一码”多场景应用。无论是含金

量、精准度，还是创新性、灵活
度，可以说均创历年之最，在多
个方面打破了制约人才事业发
展的“天花板”。

在日前刚刚公布的2022年
度山东16市党委书记人才工作
项目中，德州提出“实施人才工
作‘北接南融’专项行动”。德州
市将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等重大
战略，全面推进与京津冀济高校
院所、高新企业、高端人才深入
对接，加快建设驻京人才飞地，
积极争创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德州中心(产业化基地)，加
快推进齐鲁工业大学“一院一基
地一园区”建设，常态化开展“国
企德州行”等对接活动，机制化
推进干部人才“双向挂职”，促进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和人才智力
交流合作。

同时，聚焦区域人才共引共
享、便捷流动，深化和完善“假日
专家”“共享人才”等柔性引才模

式，推动“德州惠才卡”与“济南
人才卡”互通互认，积极承接人
才资源外溢辐射，放大“1小时人
才圈”效应。

人才要“引得来”，更要“留得
下”。德州市将全面推进人才创
业安心、住房安居、配偶安置、子
女安顿、身体安康“五安工程”，
高水平打造人才发展优质生态。

《德州市新时代人才强市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安居工
程，2022年选取适合商务酒店开
展人才公寓市场化供应试点。到
2024年，全市新筹集人才住房不
少于1万套，基本满足各类人才群
体的多样化、差异性住房需求。

《关于促进产才融合发展的
若干措施》也提出“加大‘人才
贷’创新力度”，德州市将“人才
贷”额度由最高1000万元提高至
5000万元，风险补偿比例由50%
提高至70%，努力为人才发展提
供优质服务保障。

葛 全国助残日
2022年5月15日是第32次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让我们跟随宁津县启智学校

的脚步走进他们的世界，倾听他们的声音。

从脑瘫患者到小超市老板

他用实际行动开启新生活

记者 胡兵 郭华春

2017年毕业生刘畅是一名轻微的脑瘫
患者。毕业后，22岁的刘畅得到了家人的支
持，在宁津县津城街道刘刚村开了一间小
超市。得益于学校老师的培养和鼓励，刘畅
的小超市经营地有声有色，赢得了村民们
的支持。“纵有思绪万千，不如干成实事一
件，这是我所想的。”刘畅说。

5月15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
“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宁津
县启智学校的老师来到刘畅家走访，看看
他有什么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

“12元，14元。”在刘畅家小超市的柜台
外，前来购物的村民排队等着算账，刘畅按
下计算器，传来清脆的报价声。经过三年多
时间的经营，小超市已经步入正轨，村民们
和刘畅都熟悉了，在货架上找东西也很快，
都集中到柜台前算账。刘畅忙不过来的时
候，他的奶奶也来超市里帮忙。

宁津县启智学校的老师陈超说，刘畅
是一名轻微的脑瘫患者，智力并未受到太
大影响，在学校时，他就表现得很活跃。
每个特教学校的老师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学生毕业后，能干点什么工作，能自力
更生。

“刘畅，你可以尝试开一家小超市，你
数学挺好的。”陈超说。刘畅是住宿生，陈超
和他在聊天时，鼓励他要脚踏实地，做到

“手比头高”，有了想法要努力付诸实践。
刘畅有开小超市的想法后，陈超就介绍

一位经营超市的学生家长教给刘畅经营技
巧，帮助他解决开超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开始筹划开超市的时候，刘畅的家长
有些担心，孩子有轻微脑瘫，文化水平也不
高，能不能把超市经营好？刘畅向陈超说出
了家人的顾虑。“如果缺少资金，老师们可
以凑一凑。”陈超多次开导刘畅的家长，最
终，赢得了家长支持，帮助刘畅实现开超市
的梦想。刘畅的小超市在村里赢得了村民
们的认可，大家都到超市买东西，也是通过
这种方式鼓励刘畅。看到刘畅步履蹒跚，村
民买大桶水的时候，都主动把水搬到三轮
车上，不让刘畅费力。“由于先天条件不足
的因素，有些工作我们干不了，开超市是我
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有信心干好。”刘畅说。

刘畅的超市盈利了，家人又开始筹划
帮他介绍女朋友，老师们也多方打听，想找
合适的人。“你的年龄到了，这是你应有的权
利，不能忙于在超市挣钱，就耽误了结婚，你
有什么要求吗？”陈超说。听到老师们的问
话，刘畅说，只要情投意合，没有太多要求。

“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残疾人，让他们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融入社会大家庭中，
日子越过越好。”陈超说，看到以刘畅为代
表的学生能自力更生，能开超市挣钱养活
自己，不依靠父母和社会捐助来维持生活，
老师们都为有这样自立自强的学生而感到
骄傲和自豪。

刘刘畅畅对对于于小小超超市市经经营营已已很很有有经经验验。。

在无声的世界里

他用陶艺点亮人生

时时洪洪乐乐的的表表现现得得到到老老师师的的认认可可。。

记者 胡兵 郭华春

时洪乐是宁津县启智学校2020
年的优秀毕业生。他虽然是一名听力
和语言障碍患者，却凭借对陶艺的热
爱和天赋，赢得了宁津县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教师朴树棠的认可，被破格录
取，学习陶艺制作。通过朴树棠的精
心教导，时洪乐的作品逐渐成熟，他
在陶艺上精益求精，要让陶艺作品替
自己“说话”。

在宁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朴
树棠老师精心指导时洪乐学习陶艺。
看到时洪乐制作的陶盘很满意，他竖
起大拇指为时洪乐点赞。时洪乐转头
看向朴树棠，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时洪乐的童年是不幸的，他因为
先天性遗传病而生活在无声的世界
里。在学校学习期间，时洪乐接触到
陶艺，展现出很强的天赋，被朴树棠
从宁津县启智学校破格录取。

朴树棠说，17岁的时洪乐刚来学
校，跟着他一起生活，胆子非常小，不
敢和他一起吃饭，要自己端着碗在旁
边吃。

为了让时洪乐找回自信，朴树棠
经常带他去参加公益活动。朴树棠
说，参加多次公益活动后，时洪乐逐
渐找回了自信，他知道通过学习陶

艺，能增加收入，有了钱就能帮助很
多需要帮助的人。

时洪乐懂得感恩，回到学校，
他会做饭给朴树棠，帮助朴树棠洗
衣服。

“这个学生对陶泥的感觉特别
好，很有灵性和天赋，有语言障碍的
学生融入不了健全学生的生活。平
时，我就多带他参加活动，介绍他认
识更多人。”朴树棠说。在陶艺制作
方面，只要他一个眼神，时洪乐就会
明白他要做什么，能很快就领会老师
的教学意图。很多人一辈子都学不会
陶艺制作，时洪乐就把制作过程记得
非常清楚，并能熟练掌握技巧。

不知比常人多付出多少心血和
汗水，历经多少学艺的艰辛，时洪乐
终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在朴树棠
的指导下，时洪乐很快就能当陶艺老
师了，等宁津县启智学校再开陶艺课
程，时洪乐就能上台展示陶艺制作。
以这种方式，鼓励更多的残疾人自立
自强，不断学习，找到适合自己的发
展方向。

“残疾人需要更多的关爱，我们
同在一片蓝天下，他们也有被爱的权
利。希望他们通过学习，能够融入社
会，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他们有
能力了，也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朴树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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