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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学说的最新发展，是新时代

国家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进入新时代，

青海省各级单位抓住“人”这个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

的能动主体，倾心引才、悉心育才、真心爱才，进而实

现新质生产力新的跃升，为青海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

注 入 新 动 能 。 为 了 推 动 新 科 技 赋 能 新 产 业 ， 催 生 新 业

态，加速形成融合交叉、多点突破态势，青海省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人才政策，为党建言、为国咨政、为民服

务，用高质量学术成果服务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服务改革创新的现实任务，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对青海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

青海省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

近年来，青海省以科技创新为主、摆脱传统增长路

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力，打造高水平创

新型人才队伍，构建人才链支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

链的关键路径，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让人才为新

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动能。

（一）优化引进人才战略布局，形成新质生产力

青海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依托“六新”产

业优化新领域和前沿科技人才战略布局，紧扣全省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充分利用省内外人才资源，确立重点，

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企业管理等领域引进569名左右

高端创新人才，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同

时，坚持正确的价值理念，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相统一的价

值取向，不断夯实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基础，努力把

青海省打造成为西部地区具有影响力的高端创新人才聚

集地。

青海省委、省政府强化政策供给、用好对口支援等

机制、采取“人才+项目”服务办法、订单式培养本土人

才等经验做法，激活援青省市在人才、学科、科技等方

面的优势，让更多优秀教研成果在青海得以推广应用。

在政策上不断加强创新，有针对性地制定人才政策，对

现有政策进行组合优化，注重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借鉴兄弟省市好经验，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为形成新

质生产力提供根本保障。2023年，青海省实施专业技术

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打造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城

镇新增就业6万人以上、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106万人

次、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5%以上，完成补贴性职业技

能培训10万人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2800人以上，专技

人才、高技能人才总量要分别突破18.4万人、10万人。

随 着 科 技 的 快 速 发 展 ， 新 的 技 术 、 新 的 工 作 方 式

不断涌现。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不断地适应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这就要求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必须掌握最新

的编程语言、软件工具和数据分析技术等知识体系，以

适应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依赖于高

质量的人才队伍建设。反过来，优秀的人才队伍又能通

过创新和改进，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形成一个良

性循环。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青海省科研机构和部

分企业为科技人才开拓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和成果转化平

台，探索科技人才参与政府决策的机制和渠道，鼓励人

才依据专业特点和产业发展自主选择科研方向，组建创

新团队，积极探索交叉融合、产业协同育人新模式，把

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

（二）健全完善人才工作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

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青海省始终坚持党管人才

领导体制，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明确部门、市州和用人

单位的人才工作职责，分解落实“青海省千人计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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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青海省紧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通过更大力度吸引集聚海外人才等一系列

战略着力点，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及学科结构，激励高质量研究成果转化，培育高水平创

新型人才，构建人才链支撑产业链，让人才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新“智”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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