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06 2023年 1月 3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忻 意

美术编辑 江 奕

浦东发布人才“25条”打造国际人才发展引领区
■劳动报记者 王嘉露

让各类人才“一来无忧”

本报讯 兔年伊始，浦东新
区出台了 《关于新时代浦东新
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人才发展的实施意

见》（简称浦东人才 “25 条”），
同时以人才“25 条”为总牵引，
构建系统集成度最高的 “1+1+
N”人才政策体系。 这也是浦东
首个经区委全会审议通过的人

才政策文件， 向全社会传递了
浦东敬才爱才、 求贤若渴的强
烈信号。

构建系统集成度
最高人才政策体系
据悉， 浦东新区区委把集

聚培养用好高素质人才， 作为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的重要战略任务和重大战略

支撑。 为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

环境， 在深入调研人才和用人
单位需求的基础上， 浦东新区
推出了 “1+1+N”人才新政 ，为
推动教育、 科技、 人才深度融
合， 率先打造国际人才发展引
领区提供支撑。

第一个 “1” 是纲领性文
件———《关于新时代浦东新区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人才发展的实施意见》，
即浦东人才“25 条”。

第二个“1”是《关于新时代
浦东新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人才发展的行

动方案 （2023—2025 年 ）》，共
提出了 24 个专项任务，是未来
三年贯彻落实浦东人才 “25
条”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N” 是作为配套的专项人
才政策， 首批推出了 11 项，包
括“明珠计划”，院士、博士后、
技能人才，教育 、卫生、法律服

务、金融、航运人才，重点产业
（领域）“高精尖缺”海外人才认
定标准、人才安居等。

从院士到技能人才
各类人才“一来无忧”
浦东新区推出的这一系列

人才支持政策， 覆盖院士引进
培育、 博士后平台建设、 技能
人才培养、 教育卫生人才成长
等多个领域 。 在鼓励引进院
士、 培育院士方面， 区内重点
产业科创企业全职引进海内外

院士的， 每引进 1 人给予用人
单位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奖
励。

在支持院士创新创业方

面，政策规定，若海内外院士在
浦东新区创办企业， 经认定后
按建设经费总投资额 50%给予
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的补贴 ；
成立新型研发机构并实体运

行，就地转化科技成果的，经认
定后给予最高 2000 万元资助。

在集聚和培养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博士后科研人才方面 ，
浦东新区提出， 企业设立博士
后培育平台最高可获得 60 万
元资助， 引进海外博士后可获
得每人次 10 万元的引才奖励，
开展博士后科研项目最高可获

得 10 万元的项目资助。
浦东博士后新政主要凸显

两大导向： 一是聚焦硬核产业
发展， 针对集成电路、 生物医
药、 人工智能等浦东新区重点
产业的博士后项目加大支持力

度， 鼓励出站博士后在重点产
业领域开展科技创业； 二是加
大海外优秀博士后的招引力

度，拓宽国际化引才渠道，探索
促进科研创新领域国际合作交

流。
技能人才是人才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助推产业发展、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
如扩大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方

面，浦东新区提出，支持区内企
业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
在上海市政策基础上， 再按照
每人 2000 元给予企业一次性
学徒培训补贴。 浦东新区还提
出， 支持紧缺急需技能人才引
进， 持有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或职业资格的技能人才可按

规定享受相应居住证积分 、居
转户、直接落户等政策。

下一步， 浦东将推出更多
人才专项政策。 为保障各项人
才政策加快落地见效， 浦东在
出台“一揽子政策”基础上，还
将统筹建立 “一套运行规则”，
通过申办“一口受理”，服务“一
卡认定 ”，把政策实施 “一抓到
底”，让各类人才到浦东 “一来
无忧”。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包璐
影） 昨天，长宁区集中签约了一
批重大产业项目，既有符合区域
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新项目，也
有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赛道
项目。 同时，还收获了一批重大
工程的开工建设和竣工交付，涵
盖商业办公和公共服务。

当天， 长宁优化营商环境
6.0 版方案也一并发布， 从创新
人才服务、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
平、推动简化证明事项等方面着
手，打出“八张改革特色牌”。

2023 年， 长宁将推动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和城市数字

化转型两大机遇叠加赋能、联动
发展，努力将战略优势转化为发
展胜势。全面落实“最虹桥”引领
行动， 通过老虹桥城市更新、新
虹桥开拓发展，推动新老虹桥招
商联动、项目联动、功能联动。

坐落于长宁区的上生·新所
二期项目首栋竣备建筑 N1 号
楼预计于今年对外开放，中国领
先户外品牌之一 Ozark 奥索卡
确定入驻。目前正在加紧建设的
二期， 总建筑面积约 2.4 万㎡，
以新建为主， 包含 5 栋新建筑，
集办公、 商业等功能于一体，将
于 2024 年全面开放。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
燕婷） 上海市药监局 1 月 29
日披露，近日，国家药监局根
据 《药品管理法 》相关规定 ，
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 ，进
行应急审评审批， 附条件批
准上海旺实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申报的 1 类创新药氢
溴酸氘瑞米德韦片 （商品名

称：民得维）上市。 该药物为
口服小分子新冠病毒感染治

疗药物，用于治疗轻中度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 （COVID-19）
的成年患者。 患者应在医师
指导下严格按说明书用药。

这款本市自主研发的 1
类国产创新药由中科院上海

药物所、 上海君实生物等联

合研发， 上海旺实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由上海
迪赛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作

受托生产 ，是 “张江研发+上
海制造” 的典型代表， 是上
海试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制度 （MAH）、推动创新研发
成果快速上市的又一个成功

案例。

本报讯 1 月 29 日，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智

慧大脑（一期）正式上线运行。这
意味着全国首个跨省域智慧大

脑初步建成。
依托长三角区域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示范区智慧大脑打通
了两省一市三级八方 18 条数据
链路， 汇聚了 242 项数据资源，
形成了涵盖基础库、 主题库、专
题库的示范区数据资源池，通过
数据服务总线有力支撑一体化

应用场景，社保、医保、公积金数

据接口及法人库库表数据已反

哺两区一县，并应用到上海市大
数据中心推进的“信易医”等应
用场景中。

目前，示范区公共信用综合
管理平台已归集两区一县 43 项
共 3247.6 万条数据。 E 企融·示
范区信易贷服务平台已入驻金

融机构 27 家 ， 上线金融产品
129 款，平台注册企业 1288 家，
累计授信 715 笔 ， 授信金额
26.53 亿元。

■李美慧

上生·新所二期今年对外开放
长宁优化营商环境6.0版方案公布

又一口服小分子新冠药物来了
氢溴酸氘瑞米德韦片附条件获批上市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智慧大脑（一期）上线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
者 罗菁 通讯员 龙钢 ） 昨
天， 记者从虹口区获悉， 该
区 8 个街道今年安排了增设
为老助餐点、 美化社区人居
环境、 打造天宝西路祥德路
“全龄化” 康养街区共同体、
打造 “彩虹湾 15 分钟生活
圈” 等 68 项实事项目。

曲阳路街道为了将实事

项目更好地解决居民群众

“急 、 难 、 愁 ” 问题 ， 将先
前听取到的意见建议， 整理
成 30 条居民较为关心的问
题， 让生活、 工作在曲阳的
居民通过街道微信公众号进

行投票， 再结合街道的具体

情况， 确定了赤峰路 626 弄
改造工程、 赤峰路 319 号民
防地下空间赋能、 智能充电
桩安装及充电费优惠、 巴林
路 60 弄背街小巷儿童友好
区域建设等 15 项今年实事
项目。

欧阳路街道许多小区建

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设
施陈旧， 文体活动、 医疗健
康空间场地匮乏， 严重影响
了养老服务供给和居民的生

活质量。 为此， 该街道在充
分调研和听取意见的基础

上， 今年特地安排了实事项
目 , 在天宝西路祥德路打造
“全龄化” 康养街区共同体。

北外滩街道今年安排了

8 个实事项目， 其中有在前
进小区内综合恢复建设 200+
平方米的居民活动用房、 门
卫室， 调整、 新建部分小区
绿化及健身设施， 增加居民
迫切需求的户外晾衣功能 ，
增加小区内的楼宇导向灯光

标识等惠民工程。 围绕 “数
字化赋能养老服务 ” 的主
题 ， 将 东 余 杭 路 1332 号
（北外滩街道第三市民驿站）
改造修缮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分中心， 内设长者照护之
家 、 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 、
老年人助餐点、 老年人活动
场所等。

虹口8街道安排68项实事项目
增设为老助餐点 美化社区人居环境

打通数字空间“断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