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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党建提质党建提质
““11++22++66””行动行动

文明创建文明创建
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范子华）8月9日，2023
年“德美湛江·99公益日”活动动员会在湛
江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副市长、市红十字
会会长何嘉旻参加。

“99公益日”是腾讯公益联合数千家
公益慈善类组织、知名企业、爱心媒体共
同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活动。围
绕党委政府健康广东建设、社会救助兜
底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工作，今年省红
十字会继续组织全省红十字系统共同参
与“99公益日”活动，我市积极响应，分
别以“德美湛江救在身边”“德美湛江暖
万家”“德美湛江助乡村”等3个子项目
参与活动。

会议强调，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99公益日”活动，在9月7日至9
日这三天通过平台踊跃捐款，争取腾讯基
金相应配捐，营造强强联合、资源整合、互
帮互助的社会氛围，形成合力，做好人道
公益活动的互动和传播，为湛江人道公益
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持续提升“德美
湛江”的良好社会文明形象。

“德美湛江·99 公益日”
活动动员会召开

弘扬红十字精神
建设“德美湛江”

本报讯 （记者陈荔雅 通讯员黄宇
锋 陈亚梅）8月9日，吴川市举办了“基层
宣讲能人”专场选拔活动。

选拔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9名选
手以“文艺＋宣讲”的形式，围绕党的创
新理论和战略决策部署、先进人物、典型
事迹等内容，通过讲故事、粤曲、快板等
方式开展主题宣讲。经过激烈角逐，20
名选手脱颖而出，成为吴川市第一批百
姓宣讲员。

随后，吴川市组织召开了基层宣讲
工作暨备课会，对20名百姓宣讲员进行
了业务培训。

吴川市选拔
“基层宣讲能人”

城城 讲事讲事港港
本报讯 （记者文秋华 通讯员林文

静）8月9日，湛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
广东海威农业集团共同举办湛江市退役
军人“海洋牧场”订单式就业技能培训班，
为退役军人提供精准就业服务。

培训为期三天，将为16名新入职的退
役军人提供海洋牧场养殖及相关的专业
技能学习和实践，海威公司对培训内容进
行了科学精心的设置，还配套开展团队破
冰活动和专业技术人员授课。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退役军人海洋人力资源，积
极探索具有湛江特色的技能培训新模
式；联合广东海洋大学、湛江海事局举办
全省首期退役军人“浪花计划”船员培训，
以“政府＋高校＋企业＋退役军人”的职
业技能培训新模式，帮助105名退役军人
实现“入学即入职”。

市退役军人“海洋牧场”
订单式就业技能培训班开班

提供精准就业服务

本报讯 （记者黎阳明 通讯员彭芍
丹）8月8日，由商务部主办，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承办，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组织实施
的“澜湄国家热带水果产后减损研修班”
在湛开班。活动旨在通过研修形式加强
澜湄国家间热带水果的科研合作，共同应
对和解决农产品减产减损等难题。

本次“澜湄国家热带水果产后减损研
修班”共有33名来自泰国、老挝、柬埔寨的
学员参加，为期20天。研修班将通过课堂
讲座、现场教学、参观考察以及交流研讨
等多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与学员
们交流菠萝、芒果、荔枝、龙眼、香蕉等世
界热区水果在采后保鲜和加工领域的发
展现状与技术，促进“一带一路”合作和农
业走出去。

在湛开班

澜湄国家热带水果产后
减损研修班

□ 李湘东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
公司为全市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捐赠保
额达4.6亿元/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8
月8日《湛江日报》）

早在 2020 年，湛江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就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
江分公司携手启动第一期戎归港城“仁
军保”公益活动，3 年累计为超 5000 名
安排工作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赠送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今年又深化启动这
项活动。同时还为退役士兵赠送“惠军

保”重大疾病保险，总保额 7 亿元，切实
增强退役军人抵抗意外伤害和重大疾
病能力。使退役军人更放心踏实，更有
安全归属感。

这是一款为退役军人量身打造的
拥军优抚产品，更是一场社会拥军爱军
送温暖活动。一份保单，凝聚爱心关
怀，突出体现优待、优惠、优质服务退役
军人的特色，彰显出城市的文明大爱。

向退役军人赠送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和重大疾病保险，弥补了基本医保在
覆盖范围的不足，对退役军人日后人身
保障意义重大。

近年来，湛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用

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人工作，持续完
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制，加强在优抚
领域开拓创新，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切实
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退役军人和
优抚对象能够享受更多社会服务，感受
体贴爱心，使其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
更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开展退役
安置、就业创业、优待抚恤、双拥走访等
活动，推出一项项务实创新的拥军举
措。今年初，湛江市开展“百企千店齐拥
军”活动，为首批 185 家店企颁发成员单
位荣誉牌匾。广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
及其他优抚对象享受优先、优惠、优质服
务，推进社会化拥军全覆盖、高质量发

展。湛江在全省成立首个“退役军人创
业孵化基地”，为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
梦想搭建平台。湛江还率先成立退役军
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和老兵调解工作室，
为退役军人提供暖心法律援助和调解等
服务，成为接待退役老兵来访、解答疑
惑，心理疏导和化解矛盾的重要平台。
一系列拥军爱军举措给退役军人带来实
惠，让现役军人看到美好的前景，更加安
心服役，努力建功军营。湛江作为驻军
大市，退役军人众多，把为退役军人服务
的大事小事办好，就能提高双拥工作质
量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创建全国
双拥模范城“七连冠”打下坚实基础。

赠送意外保险 浓浓拥军情深

本报记者 林艳芳 通讯员 湛组轩

雷州市覃斗镇流沙港海域辽阔、渔船
如梭。来自广东海洋大学雷州海水珍珠
科技小院的十多名研究生扎堆在流沙珍
珠养殖基地，和渔民一起有条不紊地开展
珍珠母贝清理、切片、插核等工作。

“科技小院打破了传统的在学校实验
室里做实验的模式，而是要在生产一线去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叫‘从生产中来
到生产中去’。”一研究生说。科技小院让
青年人才和农户结合起来，共同来完成技
术的创新与落地。

为推动菠萝品种改良、标准化、规模
化种植，徐闻菠萝的海农业公司将以建
设“徐闻菠萝品种改良和标准化种植试
验基地”为契机，加强和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
深度合作，加快建设“徐闻菠萝科技小
院”，以企业为引领，做大做强徐闻菠萝
区域品牌。

为农村建设聚“人气”，“科技小院”已
成为储备人才的重要路径。深深扎根于
农村大地的科技小院，为更多青年人才搭
建深造新阵地，以希望的田野为纸张，以
拼搏奋斗为笔墨，以创新创造为亮点，给
乡村注入了更多的发展动力。

这是湛江实施“百千万工程”人才支
持专项行动的一个生动缩影。

近年来，湛江加快推进人才强市战
略，积极建设人才集聚新高地，实施新一
轮人才下乡行动，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
资源要素从城区向乡村流动，推动各类人
才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当前湛江围
绕基层产业所需、技术所需、人才所需积
极精准引育用好各类人才，大力开展“人
才平台赋能、人才入县下乡、人才技能培
育”三大专项行动，为全面推进“百千万工
程”实施注入“鲜活血液”与澎湃动力，走
出湛江“百千万工程”的实干路径。

人才平台赋能
释放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乡村振兴，人才为本。当前湛江构建
人才共享机制，推进县镇村人才驿站体系
建设，支持每个县（市、区）围绕当地产业
发展资源和人才需求实际，建成全市10个
涉农县（市、区）及56个重点帮扶乡镇乡村
振兴人才驿站，逐步推进村级特色乡村振
兴人才驿站建设，促进基层人才服务平台
增量提质。

充分发挥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柔性引
才、育才聚才和服务人才作用，湛江开展
海洋产业高层次人才服务基层服务企业
系列活动，组织广东海洋大学、岭南师范
学院、广东医科大学等驻湛高校涉海专家
走进了10个县（市、区）人才驿站、重点镇
和重点企业，通过召开讲座、现场技术指
导等形式，一对一针对性对基层企业发展
提出了发展建议。今年3月，市人才驿站
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分站举办了第二
届湛江市数字农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大
会，活动邀请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广州
大学教授张新长等专家齐聚湛江，以学术
研讨、实地调研、走访座谈等多种形式，共
同探讨并服务湛江农业强市建设，助推数
字农业创新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地
方高质量发展。

湛江强化人才工程项目牵引，支持县
（市、区）围绕加快县域产业培育转型，设
置县域人才项目，围绕优势产业、重点产
业、特色产业强化人才保障，持续引进一
批高层次领军人才、研发人才、产业人才
和创新团队。当前，湛江依托县级海洋产
业人才项目实施，建立全市第一家在企院
士工作站——广东海威农业集团有限公
司林浩然院士工作站，围绕海水鱼种质创

制与良种培育重点研究方向，开展海水鱼
种质资源创新评价、分子育种技术体系构
建及优良种质创制等四个方面攻关，建立
特色名优海水鱼良种培育及规模化养殖
的全产业链“育繁推”研创平台。

聚才聚智，建设区域人才创新创业平
台至关重要。湛江支持引导高校、科研院
所在县域布局建设乡村振兴技术服务平
台，推进创新平台、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
加快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
科技园”全链条孵化育成体系，形成科研
资源承载区。

与此同时，湛江支持县（市、区）在珠
三角地区建立“人才飞地”和“离岸人才中
心”，不断创新引才用才模式。其中支持
粤海集团成立了广州粤海研究院，一年内
引进硕士以上高层次人才14人，其中博士
5人，围绕饲料生产攻关多项技术问题，解
决包括黄鳍鲷鱼营养水平的确定、氨基酸
水平及种类对加州鲈鱼的影响等难题。

“通过在广州设立‘人才飞地’，突破了地
域限制，让我们在广州就近取‘才’，更能
有效集聚更多推动企业发展的各类高层
次人才。”粤海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人才入县下乡
加快乡村振兴提档升级

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和优
质劳动力，乡村振兴工作做得好不好，最
关键在于人才到不到位。

在推动科技人才“送技下乡”方面，建
立拥有755名专家的农技推广师资库，开
展专家乡村行活动，将农业专家选派到产
业园及产业链上，共派出茶叶、水果等产
业类别专家人才、科技特派员 2.3 万人
次。下桥镇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将华南农
业大学3名科技特派员纳入人才库，发挥
他们各自在蚕桑科研领域的专业知识，以
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产业升级，争取更多
有用、管用、好用的种养蚕桑技术“落地生
金”，实现科技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服
务成效最大化。发挥高校院所科技人才
资源优势，深入开展百校联百县助力“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行动，推动
驻湛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团队代表与结对
县镇、企业对接合作。

在推动医疗卫生人才服务基层方面，
湛江实施三甲医院组团式紧密型帮扶项
目，近两年通过“六个一批”（即医院自己
招聘一批，市、县医院储备分流一批，订单
定向培养安排一批，城市三甲医院下沉支
援一批，开业抽调支持一批，建设区域医
学检验、检查、诊断等机构共享一批）方式
累计为16家升级建设县级公立医院、7家
中心卫生院储备卫技人才 724 人、252
人。实施卫生首席专家下基层项目和执
业医师服务基层项目，每年安排不少于
100名执业医师在县级以下或对口支援医
疗卫生机构服务。

在推动名优教师送教下乡方面，湛江
持续深化“两帮两促”行动，巩固优化“青

年云支教”帮扶机制，联合岭南师范学院
招募1000多名的“云支教”志愿者，打造
一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家庭教师”志愿
者队伍，完成对30所乡村学校、3600名乡
村青少年学生“一对一”在线关爱服务。
深化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改革，采取定
期交流、学区一体化管理、集团化办学、对
口支援、乡镇中心学校教师走教等多种途
径和方式，每年引导近2000人的城镇优
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到乡村学校交流。

在推动青年人才下乡返乡兴乡方面，
湛江深入实施山区计划——广东高校毕
业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开展高校招
募宣讲会5场次，完成招募548名“希望乡
村教师计划”“一校一社工”到乡镇一线、
乡村学校开展2年志愿服务，常态化志愿
服务力量达800名以上，有力充实驻镇帮
镇扶村工作队和乡村学校工作力量。目
前依托驻湛高校已组建68支“百千万工
程”突击队，159支“三下乡”实践队伍，围
绕海洋经济产业、特色制造业、乡村规划
和乡村文旅、非遗传承和文化创意、岭南
特色农业五大板块开展各类实践活动。
持续强化校地合作，市委组织部每年与广
东海洋大学合作开展实践锻炼活动，已选
派10批共23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到地
方单位开展实践锻炼，其中30多名研究生
毕业后留在湛江工作。

今年暑假，由中山大学、广东技术师
范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和岭南师范学院这
四所大学7支团队180多人组成的“三下
乡”团队来到遂溪县草潭镇，用脚步丈量
热土，用画笔为墙体穿上新衣，以义诊义
教为当地群众传递快乐与便利。在海堤
旁，高校师生以笔传情，围绕草潭特色海
洋文化、草潭印象、产业文化、民俗文化和
禁毒宣传等主题，为单调的墙体“穿上”一
件件构思巧妙、通俗易懂的彩色新衣，助
力乡村振兴和文旅产业开发。

“通过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这个平
台，有机会参与了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
工作队的帮扶工作，不断提升了基层工作
能力，让我们有机会为‘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贡献青春力量！”被广东省
乡村振兴局、省妇联评为“优秀巾帼队员”
的蔡丽婷说。

人才技能培育
淬炼乡村振兴“先锋军”

朝中心聚焦，为大局助力。全市中心
工作部署到哪里，人才工作就跟进到哪
里、服务到哪里。产业人才技能提升项
目、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训项目、高素质
农民培育计划、本土青年人才培养……一
系列人才技能培育项目在雷州半岛的广
袤乡村“百花齐放”，推动人才扎根乡村、
建设乡村。

围绕产业发展所需，大力实施产业人
才技能提升项目，提升基层产业人才队伍
整体素质。目前已建立县级海洋产业人
才培训平台16个，培训基地累计举办海洋

产业类专题培训班220场次，培训海洋产
业人才16280人。构建“粤菜师傅”“广东
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多层次培训体
系，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1993人次。
近三年来，培训农村电商人才 108 期
13157多人次，遂溪县荣获“国务院农村电
子商务激励县”和“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两个“国字号”荣誉。

推动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训项目，湛
江实施县（市、区）级人民医院专科培训、
全科医学诊疗技能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培训、基层护理技能提升、乡村医生综合
能力提升培训、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基
层卫生管理能力提升六大板块培训项
目，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
每年培训至少550人，培养一批“下得去、
留得住、用得上”的专业管理和业务骨干
人才队伍。全市近两年共计培训全科医
生823名，以对口帮扶为基础，坚持上派
学习进修与下沉专家指导相结合，近两
年来累计培训基层卫生人才队伍进修人
员300多人次。

“通过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深
入学习了三甲大医院的各项诊疗规范，开
拓了自身视野，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
让自身的临床思维更加缜密，能有效助推
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水平的全面提升，提高
基层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徐闻县锦和中
心卫生院陈进湛说。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本土
优秀人才就像“牛鼻子”，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湛江善于发现本土优秀人才，依
托“学校＋基地＋农技站（中心）＋远程教
育＋科技下乡”培训体系，每年培训“土专
家”“田秀才”“农村工匠”等农村实用人才
1.2万人次，淬炼乡村振兴“先锋军”。

当前，湛江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
划，推动实施高素质培育项目，强化“电商
教学＋农业实训教学”的教学方法，着力
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
质农民队伍。培训农业经理人等主体
4619人，构建了“政府＋农垦＋农业职
校＋人才驿站”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
一批素质本领过硬的田野CEO与农业农
村带头人，助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
村就业创业。

依托青年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会，湛
江成功举办青年发展高质量农业研讨
会，动员更多青年投身国字号湛江农海
产品的种养、技术改良、产品深加工等产
业发展。组织开展农村青年技能大赛和
直播助农活动，通过活动、竞赛或培训的
形式每年帮助不少于1000名青年提升
专业技能。

值得一提的是，湛江创新科技小院研
究生培养模式，针对海水珍珠产业的种质
混杂、母贝规格小、育珠贝死亡率高等问
题，广东海洋大学海水珍珠科技小院团队
通过不断攻关，培育出马氏珠母贝“海选1
号”和黑色放射肋品系养殖新品种，并连
续15年无偿赠送给当地贝农。

聚人才之力 夯振兴之基
走出湛江“百千万工程”的实干路径

粤海集团“人才飞地”广州粤海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开展技术攻关。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