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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第一资源用好第一资源

创新团队创新团队
◎本报记者 周思同

李威（右一）带领青年科研人员做实验。 田健敏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洪敬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安徽省

委组织部等部门日前印发《安徽省数字经济人才培育方案（2024—2027年）》

（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力争用 4 年时间培育数字经济专业技术人才 30 万

人以上，数字技能人才 20万人以上，推动“安徽制造”向“安徽智造”转变。

根据《方案》，安徽省将围绕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产

品服务业等数字经济产业，特别是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量子信息、空

天信息等安徽省数字经济重点发展领域，加强急需紧缺人才有效供给，激发

数字经济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方案》提出，安徽省将实施数字经济人才培育工程。鼓励相关培训机

构按照要求，开展多种形式培训。到 2027 年，支持企业和职业院校联合建

设 5 个左右省级数字高技能人才专项实训基地，培育 10 个左右由数字技能

领军人才领办的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方案》明确，将完善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科研人才到企业创业创新的办

法，鼓励科研人员离岗创业。鼓励数字经济企业利用重点实验室或自有研

发机构，开展数字技术训练营，发掘和培养数字领军人才。

《方案》提出，将逐步构建数字经济职称专业体系。突出数字企业用人

主体地位，授予龙头、链主企业人才职称自主评审权。

安徽力争4年

培育超30万数字经济专技人才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记者 11 月 8 日从山西省人民政府获悉，《关于

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日前

发布。

《行动计划》部署 13项任务，涵盖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

推动技能人才规模持续壮大、素质大幅提高。

《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4年底，山西省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要达到

33.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要达到31.5%。到“十四五”末，力争技

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达到35%，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达到1/3。

《行动计划》提出，山西省将健全社会各方参与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构

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培养模

式。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推进工匠学院体系建设，实施工匠人才培育

工程，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实施乡村工匠培育计划，挖掘一批传统工

艺和乡村手工业者，遴选乡村工匠名师、大师，打造乡村工匠品牌。

《行动计划》明确，山西省将推动企业设立技能津贴、班组长津贴、带徒

津贴，拓展以“五小”竞赛为抓手的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

山西部署13项任务

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景阳）记者 11月 8日获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

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实施“英才兴蒙”工程若干政策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人才驱动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在人才服务方面，《意见》提出在全区范围内为一至六类人才发放人才

卡，构建“一码通”人才服务体系；按照分类分级统筹安排的原则，为各类人

才提供医疗保健、交通出行等服务。

在引进人才方面，《意见》聚焦重点领域吸引人才，加大刚性引进人才科

研经费支持力度，并将柔性引进人才团队纳入支持范围。

在培育人才方面，内蒙古提出，建立人才成长全周期跟踪培养机制，本

土人才及其团队享受晋级激励、滚动支持等叠加政策扶持。

在人才留用方面，《意见》提出在薪酬、职称评聘、服务保障等方面细化

支持举措，并明确本土培养人才与引进人才享受同等待遇。

内蒙古

深入实施“英才兴蒙”工程

内蒙古一家食葵种子企业的科研人员在现代智能温室开展向日葵抗病
害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摄

31 岁的靳树宇是中国地质大学的

博士毕业生。求学期间，他十分关心

家乡甘肃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2024

年，他通过甘肃省委组织部组织的“职

播陇原·人才赋能”直播引才活动，进

入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灾害防治研

究所工作。

“能回到家乡，又能学以致用，这再

好不过了。”靳树宇说。

在甘肃，像靳树宇这样通过“人才赋

能”工程回到家乡工作的人才还有很多。

为加快建设西部地区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甘肃省大力实施“人才赋

能”工程，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吸引了大批高层次人才。

制定配套政策

近年来，甘肃省相关部门为“人才赋

能”工程配套制定了《关于支持新型工业

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甘肃

省高端人才引进扶持若干措施》等政策，

不断完善引才措施，优化引才程序，提升

引才实效。

今年 4 月，甘肃省委组织部组织兰

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甘肃省科学院、

敦煌研究院等 80 余家用人单位前往北

京、武汉和西安等地高校，与毕业生面对

面交流，解读人才政策，现场接收简历。

甘肃省科学院人事教育处劳资科副

科长李向前参加了相关招聘会。“我们尽

全力为科研人才提供就业便利，希望他

们能为甘肃省高质量发展和科研水平提

升贡献力量。”李向前说。

得益于甘肃省“人才赋能”工程，

2020 年以来，甘肃省属高校、科研院所、

医疗卫生机构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

人 才 近 5000 人 ，同 期 流 向 省 外 仅 320

人，多年来人才引进难、流失多的趋势

已经逆转。

创建集聚平台

为深入实施“人才赋能”工程，甘肃

省创建了多个人才集聚平台。目前，甘

肃省共有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

国家级平台 54个、省级平台 531个。

“学校给了我科研启动经费、实验室

和相关设备。我以学科团队负责人身份

组建了‘植物干细胞与环境适应’学科团

队。”兰州大学教授武海军说，他于 2021

年 6 月调入兰州大学。此前，他的研究

成果入选 2021 年“中国农业科学十大重

要进展”。

兰州大学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李鹏飞介绍，2020年以来，依托

各类创新平台，学校引进人才 520 多人，

新增院士 9 人（含兼职），在站博士后规

模由 2020 年初的 190 人发展到现在的

376人。同时，兰州大学坚持全职引才与

柔性引才并重，持续优化人才培养、引

进、评价、使用、服务、激励机制。

除此之外，为了让高层次人才在甘

肃安心工作、舒心生活，相关单位不断优

化人才服务。目前，甘肃 1 万多名“陇原

人才服务卡”持有者可享受到就医保障、

子女入学、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优惠政

策。这些措施有效解决了人才的后顾之

忧，增强了他们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甘肃：“人才赋能”工程引来众多“金凤凰”

在荒芜的甘肃省肃北县马鬃山上，

碎岩机“轰轰”作响，在山间回荡。中国

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地下实验室

（以下简称“北山地下实验室”）即将在这

里建成。参与建设实验室的，是一支以

“80后”“90后”为主的年轻科研团队。

高 水 平 放 射 性 废 物 ，简 称 高 放 废

物。核工业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中约有

1%属于高放废物，对环境有较大潜在危

害。“高放废物安全处置关乎国家安全和

核工业可持续发展。”中国核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北山地下实验室总

设计师王驹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他所带领的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

究团队（以下简称“北山团队”）的主要任

务之一，是为高放废物建一个“新家”，使

高放废物得到妥善安置。正在建设中的

北山地下实验室，便是“新家”的重要组

成部分。

自主研制出测量设备

根据规划，北山地下实验室将是一

个两层实验平台，采用“螺旋斜坡道+三

竖井+两层平巷”主体架构方案建设，规

格为世界一流。目前，北山地下实验室

负 280 米试验水平巷道已顺利建成，整

个项目预计 2028年完工。

在北山地下实验室的选址和建设过

程中，北山团队遇到了许多难题。其中

之一是测量地下水在特定岩石中的渗透

速度。

渗透速度与实验室安全性密切相

关，相关数据精度需达到极高水平。采

用传统水力测量方式难以实现这一精

度，团队成员不得不尝试新方法，向国际

原子能机构和其他海外专家“取经”。经

过十余年不懈努力，北山团队终于自主

研制出测量设备。

在承担设计工作的同时，北山团队

针对北山地下实验室的工程特点，帮助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出

全球首台大坡度螺旋隧道硬岩掘进机

“北山 1号”。

“接力棒”传到年轻人手中

王驹说，高放废物地质处置涉及核、

水文、地质、材料等不同门类的知识，这

要求相关从业人员具有多学科背景。北

山团队成员的学科背景比较多样，这得

益于团队的人才培养方式——重视传帮

带和对外交流。

对于这两种人才培养方式，北山团队

成员、“95 后”叶勇感触颇深。他告诉记

者，刚到北山地下实验室时，团队就指派

了一位资深成员，带他熟悉环境和团队工

作模式。通过团队前辈的言传身教，他在

知识技能上收获颇多，还真切地感受到了

团队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

“作为一名 20 多岁的年轻人，我刚

来到北山地下实验室工作时，曾感到孤

独。但在团队的帮助下，我逐渐找到了

自己的科研方向，不知不觉已经干了 3

年多。”叶勇说。

在北山地下实验室工地外有一栋写

着“北山”二字的大楼，那是北山团队的

办公地点。在大楼前，叶勇向记者讲述

了他入职至今的心路历程。叶勇说，他

第一次踏入这栋大楼，看见大楼内“扎根

戈壁 创新奉献”的标语时，并未有太多

感触。但扎根戈壁 3 年后，这行标语在

他心中有了特别的意义。“如今，接力棒

传到我手中，我要努力干下去。”他说。

虽在与世隔绝的戈壁滩工作，但北

山团队成员并不闭塞，经常有对外交流

的机会。叶勇说，仅在实习期间，他就多

次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学习先进知识，与

行业“大咖”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他收

获颇多。

“对于新人，我会给予他们全面的培

训。当有报奖、参加国际会议机会时，我

会把他们往前推，让年轻人得到历练，帮

助他们快速成长。几十年下来，北山团

队建立了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很多年

轻人逐渐能独当一面。这令我感到非常

欣慰。”王驹说。

戈 壁 滩 上 的 核 安 全 守 护 者
——记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团队

1 纳米等于 0.000001 毫米。在肉眼

看不见的纳米“战场”，海军军医大学某

中心纳米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威

十余年冲锋陷阵，研发出一系列军事纳

米医学创新技术。

前不久，李威的英文专著《纳米物理

药剂学》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侯惠民

评价，这是国际纳米物理药剂领域首部

英文专著，为促进高端制剂临床转化和

中试质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挑最重的担子，
啃最难啃的骨头”

理工科出身的李威，一直对纳米技术

等先进材料技术有浓厚兴趣。20世纪 90

年代末，他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攻读无

机化学硕士学位、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高

分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而后在香港理工大

学从事应用生物学博士后研究。

当时，李威发现，许多发达国家已应

用纳米技术，但相关研究在我国尚处起步

阶段。他想在国内从事相关研究工作，将

科研重心转到这一领域。为了学习纳米

技术，他决定继续深造。

2010 年，李威学成后接到数家研究

所和高校抛来的“橄榄枝”。这时，李威

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奇拿出一份

推荐函，告诉他海军军医大学希望引进

一名纳米医学专家。

出生于安徽潜山革命老区的李威，

一直心怀参军报国梦。彼时已 36 岁的

他，本以为此生与军营无缘，没想到机会

就摆在面前。“我要到军校工作，为部队

服务。”他说。2010 年秋天，李威加入了

人民军队，成为一名文职人员。

当时，李威所在单位的纳米研究设

备比较匮乏。他便带领团队筹建全军唯

一的纳米技术应用平台，每天工作至深

夜，常常住在实验室。“‘从 0到 1’的工作

是最难的。我们要挑最重的担子，啃最

难啃的骨头。”李威说。

两年后，李威牵头建起国内领先的

军事纳米研究平台。2013 年，实验室急

需更新仪器设备，李威主动放弃成果转

让费中奖励给他个人的部分，将其全部

投入实验室建设。

“想干成一项事业，
需耐得住寂寞”

完成实验室建设后，李威带领团队

成员日复一日“泡”在数以千计的试剂样

本堆里，推算一个又一个复杂的物理公

式。“如果我们在基础理论方面有所突

破，就可以推进纳米技术在军事领域的

应用。”李威说。

此后 8 年，李威一门心思做基础研

究。“想干成一项事业，需耐得住寂寞。”

李威和团队成员经常用这句话互相鼓

劲。

旁人都劝李威研发产品，但他却醉

心研究纳米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没有

基础理论突破，很难有技术突破。”李威

说。

经过 8 年攻关，李威团队破解了纳

米技术的 7大关键参数，推导出 8个纳米

产品定制技术公式。在此基础上，他们

自主研发出 5 套工艺设备，其中动态血

流条件下纳米性能研究设备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

2020 年，李威团队的原创成果在国

际期刊《纳米医学》杂志上发表。一位国

际著名纳米医学专家对此评价：“这位年

轻人打开了决定纳米体系定制理论的

‘黑匣子’。”

“成果转为实际
应用，让我有成就感”

2021 年秋天，李威发现，某潜艇支

队部分战士皮肤病反复发作。原因是

在潜艇密闭环境中，菌群容易产生耐

药性。

于是，李威运用纳米技术，改变抗菌

药的分子成分，让药品可以长期作用于

患处。他还研制出适用于潜艇等特殊环

境的纳米免洗抗菌湿巾和护肤霜，深受

官兵欢迎。

此 后 ，李 威 将 目 光 投 向 海 洋 生 物

污 染 防 治 ，运 用 纳 米 技 术 为 舰 艇“ 减

负”。

长期附着在舰艇底部的海洋生物，

不仅会腐蚀船体，还影响其航行速度。

发现这一问题后，李威带领团队利用纳

米技术，研制出一款基于舰艇的纳米生

物仿真涂料。为了验证涂料的使用效

果，李威联系了一家沿海渔船修理厂，跑

到厂房给渔船刷涂料，并记录渔船下海

后船体各项参数。

科研创新的“小溪”，一点一滴汇入

强军兴军的“大潮”。可应用于舰艇外

体的纳米生物仿真涂料、耐高温高寒的

防海水纳米药剂、舰艇通风系统抗菌涂

层……李威一项项倾注心血的科技成

果，被应用到部队一线。他说：“成果转

为实际应用，让我有成就感。”

近年来，李威被评为“海军转型精

英”先进个人，当选为海军党代会代表。

身着“孔雀蓝”的他，正在军事科研赛道

上加速冲刺。

李威：在纳米“战场”冲锋陷阵

图为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团队合照。 受访者供图

在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青铜修复室，文物修复师为青铜器进行
超声波除锈。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