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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全市组织工作会议精神新探索（四） 
 

●衢江区“人才+产业”助力打造康养城 
●开化县创专项职业考核“地方标准”兴乡土人才 

●江山市激发人才“主角”意识增强发展内驱力 

 

 

衢江区“人才+产业”助力打造康养城 
 

近年来，衢江区以人才为支撑、以产业为先导，高举杨继洲

针圣故里这面旗，大力弘扬中医针灸文化，聚力打造中医针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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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小镇，用一根针，串联起整个针灸康养板块的医疗、养老、养

生、教育、文化、科技、体育、旅游和对外合作，大健康产业初

具规模。 

一是出台导向鲜明政策，发挥杠杆撬动作用。在集聚大健康

高端人才和优势资源上，出台导向鲜明的人才政策，集中火力出

大招，在力度上高于周边地区，不低于省内外同类地区。对针灸

康养、放心农业、机械制造、特种纸业等区域主导产业项目，拿

出 200 万元、400 万元、600 万元创业启动补助。给予康养产业

倾斜支持，对于针灸专家亲传弟子及同级别人才全职来衢江的，

给予每人一次性合计 50 万元的补助，超过省级领军型人才的补

助标准。围绕打造康养城目标，针对康养人才团队引进、平台建

设等设置“一事一议”项目，为产业发展预留政策空间。2018

年 4 月，通过“一事一议”引进的张缙团队长住衢江，担任杨继

洲针灸医院名誉院长，为弘扬杨继洲针灸及《针灸大成》奉献余

热，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衢江的针灸产业发展招才纳贤。 

二是集聚高精尖缺要素，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先后集聚中

医针灸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世界针联主席、中国针

灸学会会长刘保延，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中医针灸”代表性传承人张缙等业内大咖，借力借势世

界针联、国经中心、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等行业组织，编制中国

（衢江）中医针灸传承创新试验区战略规划，推动衢州市针灸医

院等一批关联项目。2017 年起，衢江区成为世界针灸康养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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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会址，向世界展示了“针圣故里”的责任与使命，成为国家

中医针灸人才的培养基地。 

三是培养本土实用人才，持续筑牢产业基础。发挥联合办学

培养人才模式，衢江区职业中专根据产业发展情况和学生发展需

求，与衢江区中医院（杨继洲针灸医院）合作，开设全市首个中

医康复保健（针灸推拿方向）专业，首届招收学生 47 名。积极

选树针灸康养方面的典型人才专家，将有培养前途、专业技能出

色的中青年骨干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运用好省“151”、市“115”

人才工程等平台，打响衢江自主培养的针灸康养人才品牌。在高

技能人才培训和职业技能大赛方面，对康养产业企业给予支持，

扩大培训和竞赛项目范围，进一步营造“全城康养、全民康养”

的良好氛围。 

（衢江区委组织部） 

 
 

开化县创专项职业考核“地方标准”兴乡土人才 
 

开化县紧扣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创新开发“根雕制作、龙顶

茶制作、清水鱼养殖、气糕制作、食用菌种植、开化保姆”等 6

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地方标准”，培养壮大“根艺师、茶

艺师、清水鱼养殖师、气糕师”等乡土大师千余名，为乡村振兴

注活力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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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深挖富矿“明底数”。根据根雕、龙顶茶、清水鱼、气

糕、食用菌、乡村大厨等 10 多个县域特色产业长足发展的现实

需要，县委人才办、人力社保局牵头，联合农办、农业、林业、

水利等相关部门组成专题调研小组，全面排查特色产业现状、规

模、前景以及从业人员数量、人才分布等基本要素，挖清探明乡

土人才底数，建立县、乡、村三级信息库，实现乡土人才资源科

学化、规范化管理，打好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制订的数据信息

基础。 

二是深入研讨“定内涵”。从根雕、茶叶、清水鱼、气糕等

领域中各挑选 10 名“乡土技能大师”组建专家组，深入乡村 56

次、走访乡土人才 780 名，围绕开化根雕、龙顶茶制作、清水鱼

养殖、气糕制作、食用菌种植、开化保姆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

范的内容展开调研，对每个专项职业能力定义、适用对象、能力

标准、鉴定内容和鉴定要求等进行深入探讨并认真分析，科学编

制行业能力评价标准，初步梳理形成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的内

涵要求。 

三是深化论证“创标准”。在研讨梳理基础上，精心编写开

化根雕、龙顶茶制作、清水鱼养殖等 6 个专项能力考核规范，以

及后期培训考核大纲和试题库。多次与省人力社保厅、省职业技

能鉴定中心进行对接，争取指导帮助，及时召开技术研讨会、专

家论证会，逐项逐条反复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具有“开化特色”

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目前，开化根雕、清水鱼养殖等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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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考核规范标准获得国家人力社保部批准，龙顶茶制作、

气糕制作、食用菌种植、开化保姆等 4 项考核标准获得省人力社

保厅批准。 

四是深耕人才“兴产业”。自 2013 年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

范开发创建以来，极大促进乡土技能人才培养，累计培养根雕高

级师 125 人、龙顶茶制作高级师 156 人、清水鱼养殖高级师 226

人、气糕师 1553 人。同时，通过加大政策扶持、打响特色品牌，

助推乡土技能大师成为绿色发展、乡村振兴“领头雁”，全县现

有家庭农场 685 家，根雕从业人员 1030 余人，清水鱼养殖户 5130

余户，茶叶制作加工人员 780 余人，气糕从业人员 850 余人，2017

年“四大特色”产业年产值 21.27 亿元，有力带动农民增收、富

民强县。 

（开化县委组织部 江益军 郑峻） 

 
 

江山市激发人才“主角”意识增强发展内驱力 
 

江山市坚持以用为本，引导人才当好“三个角色”，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才技能素养提升的双赢。今年来，已有 11 位高

层次人才荣获中国职业经理人杰出奖、全国优秀基层呼吸医生、

浙江工匠等省部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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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当好“参谋”角色献“才智”。发挥人才专业优势，按

行业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城市建设、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

重点领域提供决策咨询。组织人才开展进村入企“大调研大服务”

活动，提出各类意见建议100多条，择优汇编形成《江山人才智

汇集》，供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参考。利用人才的信息优势、人

脉优势、技术优势，开展争当“引才大使”活动。今年以来，通

过“以才引才”引进硕士以上人才26人，占全市高层次人才引进

总数的21％；引进人才项目6个，其中《可持续、可降解生物复

合材料项目》获得浙江好项目·创业创新大赛二等奖。 

二是当好 “东家”角色聚“才心”。投资 300 多万元建成集

人才信息发布、联谊交流、政策咨询、代办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

人才联谊中心，为人才日常交流活动提供最优平台。引导人才服

务人才，实行人才轮值当班制度，当值人才轮流当“才主”，以

“东道主”身份邀请自己“五湖四海”的人才朋友到联谊中心开

展专题讲座、联谊交流、项目洽谈等活动。目前 400 多名市级人

才都建有自己的“人才”朋友圈，人才的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从

去年的 82.3%上升到今年的 96.7%，人才群体的幸福感、归属感、

荣誉感得到有力提升。 

三是当好“讲师”角色增“才能”。创新人才学习交流模式，

将每周四的晚上固定为“人才活动日”，邀请各行各业人才走上

“人才讲坛”，分享自己的经验和专长。今年来已举办江山话培

训、心理健康、养生保健、创业指导、学前教育等各类人才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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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期，通过这种“体内循环式”的自我学习培训，人才群体素

养得到有力提升。同时鼓励人才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增长才干。

今年来，重点开展“强乡壮村百团行动”，57 名高层次人才组成

19 个人才服务团，深入到 19 个乡镇（街道）助力乡村振兴，为

全市解决实际难题 52 个，得到基层群众一致好评。 

（江山市委组织部  曾小伟） 

 

 

 

 

 

 

 

 

 

 

 

 
 
送：本部领导，各县（市、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发：部机关各处室，各县（市、区）委组织部，衢州绿色产业集

聚区、西区党工委 

中共衢州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8年 11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