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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从 2010 年起，四川省科技厅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在全国开创性地启动

实施了“四川省科技创新苗子工程”，将青年科

技人才培养对象延伸到在川高校大学生、研究

生和毕业生以及部分示范性高中在校生，极大

地前移了科技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为四川科

技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

3 年来，通过“人才带项目”的工程实施模

式，四川省科技创新苗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

效。截至 2012年，“四川省科技创新苗子工程”

已累计投入资金 1000 万元，立项支持青年科技

后备人才重点产品开发项目 14个，创新研发项

目 174个，小发明（小创造）项目 40个，培养青年

科技后备人才 1200 余人；在四川大学等建立了

4 个“科技创新苗子示范基地”。在四川省计算

机研究院等建立了 3个科技创新人才苗圃。

通过工程的实施，一批脱颖而出的四川青

年科技人才，一批崭露头角的科技创新团队，正

在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中，通过参与科技创新

实践尽快成长，将逐步成为四川科技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后备力量，为服务四川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进“两个跨越”贡献力量。

早起步、早发现、早培养
——激发四川科技“新活力”

人才是衡量一个地方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

志，拥有和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不

仅关系着四川人才队伍的优化和长足发展，也

关系着四川科技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近年

来，四川省科技厅在省委、省政府和省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的领导和支持下，不断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依托各级各类科技计划全面推动科技人

才队伍建设，特别是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的培

养。

2011 年 6 月，在经过一年试点后，“四川科

技创新苗子工程”正式启动实施。工程以“人力

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为宗旨，按照“政府搭台

引导、青年才俊唱戏，社会主体参与”的原则，选

择四川省范围内的高校在校生、3 年内的毕业

生和部分示范性高中在校生，年龄在 30岁以下

具有一定创新思维的优秀青年和团队作为科技

项目资助对象，支持和赞助其开展有创新思维、

创新价值和产业化前景的研发项目。

为此，四川省科技厅组织制定了《四川省科

技创新苗子工程管理暂行办法》，设立省科技创

新苗子工程领导小组，成立了项目管理办公室

和专家指导组，明确了管理机构和职责，完善了

工作机制，多方面对青年科技人才进行资助培

养，不断探索全省青年科技后备力量培养的新

途径。

按照“早起步、早发现、早培养”的实施原

则，《暂行办法》提出，将重点资助青年创新人才

和团队开展科学创新活动，以及高新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中有应用价值及市

场前景的研发活动。资助的主要条件包括项目

负责人需品学兼优，有创新创业精神和一定的

科技创新能力，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项目思

路清晰、目标明确、方案可行等。其中，对有望

产业化的项目，《暂行办法》还提出，由省科技创

新苗子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应向有关部门推

荐，争取后续支持，并积极协助项目融资兴办科

技型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人才带项目”
——力挺四川科技“新生代”

“随着去年成功申报苗子工程项目，多年的

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刚刚毕业的研究生夏虎正在实验室内对即将产

业化的“移动互联网图像搜索”项目进行最终试

验。

这种“可见即可搜”的移动互联网搜索新业

务，是夏虎 2009 年刚刚读研时就诞生的想法，

可受困于资金、政策等一直无法实现。直到去

年，在科技创新苗子工程项目的申报，给了他将

“梦想”变为现实的信心和勇气。

“这是我个人科研生涯中获得的第一个科

技项目，虽然资助仅 10 万元，但对于刚走出校

园、毫无‘资历’的我来说，无异‘雪中送炭’。”夏

虎说，项目实施以来，他和团队已申请 6 项专

利、发表 3 篇论文，一些想法、创意即将变成科

技新产品。“一方面是信心足了，有勇气将研发、

产业化做下去；另一方面，项目‘落户’也为我们

带来从资金到政策、从底层到顶层一系列支持，

各项工作进展很快。”

3 年来，通过苗子工程实施中“人才带项

目”“项目+团队”的模式，对于培养四川青年学

生、科技人才的科技创新意识和与动手能力，对

于改变学校办学理念，促进科技创新实践，展现

了重要现实意义。

在西南石油大学，苗子工程项目“低辐射健

康电吹风”已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项，并完

成产品制作及实验测试，进入工业化应用阶段；

在成都理工大学，“车载 GPS 动态监控与智能

交通平台研究”项目获得 100万元风投，项目组

成立的企业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实现销售收入近

300万元。

“基地+苗圃”
——孕育四川科技“生命力”

“在中国二重 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项目中，

我们采用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的模式，与二重一

起圆满回答了‘世界之最’谁来操作的问题。”在

苗子工程师范基地中唯一的高职院校——四川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党委书记司徒渝说，2011

年学校经省科技厅批准建设创新苗子工程先进

制造业基地后，依托德阳重装基地建设、紧贴国

家战略，走出了一条体制创新、开放办学、整合

资源，校企合作的先进制造技术人才培育之路。

他说，通过基地建设，学校通过探索开展

“工作站制度”，引进名人大师、能工巧匠实行项

目负责制，重点培养“苗子”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形成了“先进制造技术苗子人才培养的教学体

系”。近 2 年，学校已培训技能人才 1100 余名、

高级技工 198 名、技师 9 名；创新苗子参与的研

究小组获得国家专利 10 项，并多次获得国家、

省级技能竞赛奖项。

四川科技创新苗子工程实施以来，在四川

大学、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天河中西医

科技保育有限公司和成都七中建立了 4 个“科

技创新苗子示范基地”；在四川省计算机研究

院、成都天河中西医科技保育有限公司和四川

省分析测试中心建立了 3 个科技创新人才苗

圃。一批基地、苗圃有力地推动了高校、院所和

企业转变理念，更加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

思维培养和创新能力提高——依托四川大学计

算机（软件）学院建设的电子信息产业领域苗子

工程培养基地所支持的 29个项目，目前已发论

文 38 篇，获省部级奖励 2 项，申请发明专利 4

项，开发软件 13 项；依托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建设的先进制造业领域苗子工程培养基地，

已送培博士 22人、硕士 123人。

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四川苗子工程申报项

目数达 752项，同比增长 69.4%，是 2010年的 3.5

倍；项目质量不断提高，具有产业化前景的课题

达 21 个；项目覆盖面不断扩大，参与申报的单

位同比增长 50%，实现从传统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向设计院、重点实验室、软件园和医院等单位

扩散。目前，苗子工程支持的学科门类达 20

个，覆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四川重点发展的

工业“7+3”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

而在今年，工程申报项目已达 1600 余项，

同比增长 112.8%。预计“十二五”期间，通过工

程实施四川将支持 250 个创新项目，培育青年

创新创业团队 250 个，培养青年创新创业人才

2500人，力争有 50个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实现

转化，引导创办企业 10个，促成 5个项目引入风

险投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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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 利

近年来，省科技厅在省委、省政府和省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大力推进“天府科技英才

计划”实施，全省科技人才规模稳步扩大、素质

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为推进建设西部创新

驱动发展高地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保障。日前，《科技日报》就四川科技人才培养

工作的基本情况及下一步打算，专访了四川省

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彭宇行。

记者：当前，四川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背景下，能否介绍一下四川的科技人才

培养工作及其重要意义？

彭宇行：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综

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省委十届三次全会强调，走科学发

展、加快发展之路，实现四川“两个跨越”，必须

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三大发展战略”

之一，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四川实现

转型发展、跨越提升。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加强科技创

新。人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培养和拥有一批高

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不仅关系着我省科技事

业的发展，更关系着我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实施。“十二五”以来，四川省科技厅围绕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四川，在我省特色优势

产业、现代农业、民生工程和基础研究等四大领

域，以中青年拔尖人才为重点，启动实施了“天

府科技英才计划”。主要包括“科技领军型人才

培养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科技创

新苗子工程”和“科技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四个

子计划。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化拓展天府

科技英才计划，大力培养我省产业发展急需紧

缺的高层次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打造高层次科

技创业人才群体，省科技厅在 2013年又启动实

施“四川省科技创业领军人才计划”，构建出分

梯次、集成式推进我省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发

展框架，搭建起较为系统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体系。

记者：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

突出工作重点的同时，也强调统筹协调，注重整

体推进。近年来，在完善政策措施，营造科技人

才创新环境方面，四川省科技厅做了哪些工作？

彭宇行：首先是搭建创新平台，推动科技人

才集聚发展。四川以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大学科技园、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技

术研究院、孵化器等各级、各类创新平台为载

体，以科技项目为引导，吸引和推动科技人才集

聚发展。目前，全省已有 97个国家及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89 个国家及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创新平台，聚集了一大批高水平科技人才，有

力支撑了我省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农业、生

物医药、先进制造、中医药、生态环境等高新技

术领域和我省重大产业的发展。

其次，项目计划带动，促进人才培养和引

进。我们把各类省级科技计划作为是人才培

养、引进和成长的软平台，制定了《加强科技计

划项目实施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的暂行办法》，

通过“人才+项目”的运行模式，建立人才培养

与重大项目紧密结合的机制，着力培养具有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各类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造就和发现一批产业技术研发人才、工程技术

人才、复合型科技人才和高级科技管理专家。

最后，完善人才激励政策，建立人才培养长

效机制。制定了《四川省“十二五”科技人才队

伍发展规划》，出台了《关于实施天府科技英才

计划的意见》等有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文件；

起草了“天府科技英才计划”实施的一系列管理

办法；在相关产业规划中明确了人才支撑方案，

如在制定《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实施

方案（2011-2015）》、《四川省战略性新兴产品

“十二五”培育发展规划》等规划中，明确提出加

强人才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保障的政策措施。

记者：经过多年的扎实推进和不懈努力，四

川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方向逐渐明确，并初步形

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但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是一项需要日积月累、常抓不懈的

工作，下一步四川科技人才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彭宇行：科技厅将在省委、省政府和省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天府科技英才计

划”实施方案，进一步解放思想、扎实工作，深入

推进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首先，加强企业

创新人才培养。“十二五”期间，科技厅将进一步

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关注，提高来自企

业一线的创新人才及团队的比例，突出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经

济的有效结合。其次，加大支持力度，强化项目

过程管理。逐步加大各类人才计划的专项资金

投入，提高资助强度；对取得实际进展的项目进

行连续支持，力争形成实效。三是，拓宽支持领

域，提升项目实施质量。我们将进一步扩大科

技创新苗子工程的资助对象覆盖面，把资助范

围向我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有优势

的传统特色产业领域拓展，力争筛选一批创新

性强、发展前景好的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四是

进一步探索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模式。自科技创

新苗子工程实施以来，我们共建立了 4 个苗子

工程示范基地和 3 个科技创新人才苗圃，未来

在这一方面我们将继续探索，依托有条件的大

学生创业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园等创新创

业平台，通过政府引导撬动社会资源，构建一批

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平台，为青年科技

创新人才无偿提供技术指导、实验条件、继续教

育和创业服务，支持他们进行科技创新实践和

创业活动。

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人才是“第一资源”
——专访四川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彭宇行

本报记者 盛 利

四川苗子工程中学创新基地成都七中学生参加科技活动月

中航集团特级技师、“神舟飞船”制造的参与者高凤林在四川省科技创新苗
子工程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科技创新苗子传授技艺

四川苗子工程中学创新基地成都七中学生参加机器人制作

四川创新苗子工程先进制造业基地学员钻研机器人焊接技术

先进制造业培养基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基地建立以来，通过校企合作整合设备3467

台套、总价值9300余万元；教学中突出技能与技

术“两大能力”，重点内容、特色教材、项目引领、师

资团队“四个支撑”，建立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人

才培养对接机制、绝技绝活传承机制。目前，培训

数控、焊接、电气技术为主的先进制造人才 1100

余人；组建焊接、先进机械加工、电气控制技术 3

支大学生苗子队伍。在全国高职高专的创新设计

大赛、机械设计大赛等国家、省级多项比赛中获得

了5个一等奖、8个二等奖；27名毕业生参与中国

二重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项目，142名学生获得符

合欧洲EN焊工标准的资格证书。

电子信息示范基地（四川大学计算机学
院）：基地建立以来，通过将学生培养与企业需

求、科研训练、国际交流结合，着力提升学生的

创新创业能力，真正使培养的学生有本领、有能

力创新创业。基地建立了培养苗子工程管理机

构，搭建多层次学生科技活动平台，设立专门基

金支持学生科研；组织参与各类科研基金项目；

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互动，培养并为本地企业输

送人才。目前，基地已建立企业联合培养实训

基地，将优秀学生推荐实习；内部成立虚拟实训

基地，组织优秀学生模拟实习，先后有 29 个科

技项目获得资助 35.5 万元，已发表论文 38 篇，

获省部级奖励 2项，申请发明专利 4项。

生物与医药产业基地（成都天河医药孵化
公司）：基地建立以来，以企业为依托，联合政府、

高校和重点企业创建大学生创业园，通过打造专

业的平台和人才服务机构，提供创业指导、人才

培训、项目推介、小额贷款等服务，鼓励大学生、

博士和留学生创办生物医药企业。目前，基地已

组建10人的生物医药相关专业服务团队进行人

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建立1家四川生物医药人才

信息平台门户网站，引进 3家大学生创业团队；

与四川大学、中科院成都分院等 10余家高校院

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成都地奥集团、科伦药

业等 10 余家重点企业签订产学研联盟合作协

议，在促进大学生科技创新合作方面达成共识。

中学创新基地（成都七中）：基地建立以来，

积极开展中学生素质教育，走出一条“以学术为

主体、学校积极整合所在区域优势资源构建发

展平台、鼓励家长参与、立体式激发学生创新能

力”的创新苗子培育之路。学校依托完善、先进

的科技活动场所和硬件设施，提出了“三层建

设、相互支撑”的“成都七中科技创新苗子工程

体系构架”；打造创新人才早起培养模式，将科

技创新教育纳入课程计划，强化自然科学类研

究学习。目前，学校学生创新苗子已获得第

26、27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3 项一等

奖、5项二等奖；在第 29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

赛中，2人获全国金牌、4人获全国银牌。

□ 延伸阅读

苗子工程基地展示

四川苗子工程生物与医药产业基地内学生、创业团队在实验室工作

四川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彭宇行（右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