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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区：激发人才活力 助力区域发展

凤翔区坚持“引”“育”“管”“用”，充分激发广大人才活力，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以基层需求为导向，千方百计聚人才。加大招聘力度，近三

年招聘公务员 180名、选调生 18名、事业人员 239名。深化“一

把手”进高校活动，进一步巩固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校地合作成果，组织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非公企业进高校、院所拜访专家、招聘人才，

柔性引进 7名院士专家。争取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

项目，组织 4名博士生走访调研全区 25个单位。同时，通过公

众号宣传、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发放创业补贴、组织就业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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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吸引在外工作的凤翔籍人才和创业人士返乡就业创业，涌

现出“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标兵”张凌云等一批参与家乡建设、

服务乡村振兴的优秀人才。

以助力发展为目标，多管齐下育人才。注重加强思想教育，

围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视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全区科级领导干部及区管

拔尖人才等 640余人进行集中轮训。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建立

农民手机学校，推广农民职业教育，为学员提供各类实用技术信

息近万条，受益群众近 10万人。组织全区 160名村支部书记参

加“学浙江、提能力、促振兴”专题轮训，开设《浙江归来话发展》

专栏，组织开展培训心得交流大会，持续巩固培训成效。同时，

落实“组织部长接待日”制度和区委常委联系区管拔尖人才制度，

不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及时了解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情况，

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

以党管人才为核心，完善体系管人才。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

心作用，牢固树立人才工作“一盘棋”思想，对全区人才工作和人

才队伍建设进行宏观指导、统筹协调、政策研究和督促检查，抓

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一方面，认真落实《县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工作规则》，实行人才工作决策机制、人才工作重大事项报

告制度和重要信息通报制度等人才工作制度，完善细化各成员单

位人才工作职责，压实各成员单位工作主体责任，形成“大人才、

大服务、大发展”工作格局。另一方面，出台《鼓励引导人才向

基层流动八条措施》《凤翔县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

等，评选区管拔尖人才 63名；出台《凤翔区公务员平时考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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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试行）》，选取 13个单位进行试点，做实做细平时考核。

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各尽其能用人才。积极参与“百名专家

人才下基层”活动，协调 19位市管专家对 15个帮扶单位进行对

口帮扶。组织“区管拔尖人才下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安排

23位区管拔尖人才进行对口帮扶活动 58次。全面推进人才分类

评价机制改革工作，探索完善人才分类评价办法。完善教育、卫

健、农林、住建、文化等系列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机制，

严格把关职称评定的基层工作经历条件，推动职称晋升政策向基

层倾斜。同时，积极把乡村企业家、退伍军人、返乡创业大学生、

种养殖大户等致富带头人推选为村干部和村级后备力量，持续强

健基层力量，今年村（社区）“两委”换届中，278人进入村级

“两委”班子，进一步优化结构，提升抓发展、促提升的水平。

陇县：“四定联动”下好人才振兴“先手棋”

近年来，陇县持续深化定向储备、定单培养、定期提醒、定

量选拔的“四定联动”模式，全力以赴下好人才振兴“先手棋”。

定向储备，用拳头项目引才。紧盯生态乳都、全域旅游等重

点产业，依托“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西农大陇县核桃试验示范

站”等平台，积极研究制定人才引进政策，重点补充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急需的羊乳、旅游、金融、规划等领域紧缺人才，持续

放大高层次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头雁效应”。近年来，累计

柔性引进羊乳专家、果树栽培研究员等高层次人才 117 人，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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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合作项目 53 个，招录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156 人，其

中“双一流”高校、紧缺人才占比达 15%。

定单培养，下琢玉之功育才。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需什么教什么”培养思路，以村级基层组织“领

头雁”、产业发展领军人才、服务乡村专业能手、乡村治理能人、

乡贤为重点，分层次、分梯队培育本土人才，努力打造一支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善治理、带不走的乡村人才队伍。目前，

已选派 4 名科级干部、26 名专业技术人员赴江苏等东部发达地

区锻炼学习；依托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宝鸡文理学院等校地合作

项目，培训农村基层干部 3000 余人次，学历提升 64 名，基层干

部整体素质得到有效提升；深入开展“百名人才下基层”活动，

创新“人才+基地+项目”模式，把专家能人镶嵌在建、产、销产

业链上开展服务指导；采用订单培养、特色课堂等形式，累计培

养“土专家”“田秀才”136 名，农村实用人才 1000 余名。

定期提醒，常修枝剪叶管才。推行干部不足提醒促成长制度，

聚焦干部在政治思想、履职能力、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个性特

点等方面存在的成长性不足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落实“周小

结、月汇报、季考核”机制、干部家访、谈心谈话、组织生活会

制度等，采取领导提醒、干部之间相互提醒的方式，不断拓宽干

部管理监督新途径。县镇换届以来，完善干部不足信息台账，收

集整理干部不足 118 条，发放不足提醒促成长关爱卡 83 份，通

过暗访、回访和实地检查等方式，督促干部抓好不足问题整改落

实，真正让干部受警醒、知底线、经风雨、壮筋骨。

定量选拔，择关键岗位用才。突出“实在、实绩、实干”鲜

明导向，建立一线选人用人机制，稳步推行“3+5”年轻干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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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计划，进一步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储备、选拔、使用力度，挖掘

一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今年以来，从脱贫攻坚、

经济建设、疫情防控等一线提拔重用干部 97 名，储备 35 岁以下

正科级干部 4 名，使越来越多的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充分激

发年轻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金台区：汇聚助推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合力

今年以来，金台区加大引才、育才、用才力度，发挥好各类

优秀人才在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示范引领、支撑驱动作用，助

力区域经济发展。

不拘一格聚贤才。着眼于壮大人才队伍，加大各类人才引进

吸纳力度，通过统一录用、公开选调、重点引进、合同聘用等形

式，全年引进各类人才 32 名，不断充实全区人才队伍力量。同

时，持续改善专业技术人才结构，招录急需紧缺卫生、教育人才

76 名，有力缓解了专业技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年龄老化等

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大乡贤能人选育，成立“乡贤能人工作

室”68 个，聘请“乡贤能人”210 人。124 名致富带富能力强、

敢闯敢拼的村级“领头雁”当选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为村

级振兴储能。

灵活形式育英才。坚持统筹谋划，筹备开展以“大培训、大

提升、大学习”为主题的“双周讲座”活动，通过集中学、专题

训、线上线下结合等方式，持续提升干部人才素质能力。今年以



— 6 —

来，组织 68 名村党组织书记赴浙江大学轮训，19 名农林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专业技术培训。实施“三名工程”，加大“名校名师

名校长”培养力度，培育区级教学能手 101 人、市级教学能手

24 人。依托长乐塬、西建非公党建学院等教育实训基地，引导

各领域党员干部人才开展实践教育 5000 人次。

人岗相适用良才。积极鼓励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在基层一线建

功立业，选派 7 名专业对口、素质过硬的科技特派员深入 7 个贫

困村开展技术指导、难题攻关，先后建成优质葡萄科技示范基地、

六川河淡水鱼养殖基地、万亩秦药基地等 6 个农村科技创业服务

基地，打造“马家塬”、“金大利”、“欢喜台”等一批优质葡萄品

牌，司家窑村柴胡种植亩均效益由原来的1000元增长到3000元。

同时，开展联企帮扶工作，从党政机关择优选派 400 余名业务骨

干“一对一”对口帮联企业，助力企业破解难题，加速企业转型

发展。

送：省委组织部办公室，部领导，各县级干部

发：各县区委组织部，宝鸡高新区党工委组织人社部，市委各部门、市级

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人教科（办公室），党的关系在市委的部

省属企事业单位党委组织部，领导班子由市委管理的企业党委组织部，

机关各科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