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强国战略体会与感悟 人才强国战略
重要作用及心得体会(精选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
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
感悟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人才强国战略体会与感悟篇一

人才，强国之根本、兴邦之大计。__始终视人才为第一资源。
党的__以来，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深入推进人才强国战略，高瞻远瞩
谋划人才事业布局，大刀阔斧改革创新，广开进贤之路、广
聚天下英才，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礼敬人才”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弘扬。“多士成大业，
群贤济弘绩。”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
礼敬人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继承的“固有基因”。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
就是一部集聚人才、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造就
人才、壮大人才、成就人才的历史。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
共产党吸引了一代代优秀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在
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画卷中写下精彩篇章。站在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迈向新征程，更要坚持党管人才
原则，以高站位、大格局、宽视野为人才工作把关定向，让
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努力成为
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不拘一格降人才”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治国之要，首在
用人。党的__以来，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
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人才越来越站在经济社会



发展最前端，发挥第一资源、第一驱动力、第一优势作
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
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更须厚植
人才成长沃土，搭建广阔舞台，营造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
构建多元化的培养激励机制，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英
杰高地，形成人才千里马竞相奔腾于伟大时代的生动局面。
广大党员干部更应该努力成为时代英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汇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磅礴力量。

新时代“人才成长战略”得到进一步落实。“国以才立，政
以才治，业以才兴。”在这个百舸争流、千帆共进的新时代，
党和政府为人才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搭建了稳健的平台，
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激发了人才创新活力，形成了“虎跃龙
腾、群贤毕至”的局面，让人才立足岗位、扎根事业，干事
有舞台，发展有空间。同时，大力营造“尊才爱才”的优良
氛围，以坚强保障解后顾之忧，以温暖服务暖人才之心。广
大党员干部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
赋予的使命责任，在坚定理想信念、站稳政治立场的同时，
善学能为敢担当，以虎虎生威的雄风、生龙活虎的干劲、气
吞万里如虎的精神。

这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这是一个“万马奔腾
齐争先”的时代，这是一个“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时代。
迈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日益壮大的人才大军必将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人才强国战略体会与感悟篇二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文章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
撑，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

“政以才治，国以人兴，事业兴衰，惟在得人。”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发展是第一要务。新时代新形势
下，要目光如炬辨良才，砥砺作为促成才，身心关怀聚人才，
不断增加“三度”，培植“凌云木”，锻造一支敢打仗、打
胜仗的人才铁军，以“人才指数”提高“创新指数”拉
升“发展指数”，实现人才工作新跨越。

把好“需求脉”，打通“选才路”，拓展人才涌现的“宽
度”。

《默觚·治篇》有言：“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
”只有求贤若渴，才会群贤毕至。因此，要大力“引”进外
来人才，坚持以“岗”取人、以“需”择人，冷眼看英雄，
自觉摒弃“透过门缝看人”“以亲疏定是非”“一己之好
恶”等狭隘、偏颇观念，保持公平公正的良好心态，牢固树立
“唯贤是举”的选才观，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听
其言，迹其行，察其能，于恒河沙砾中挑出珍珠，在乱花迷
眼处选出良木，扩大人才增量;要重视“挖”出本土人才，以
创新创业型人才和基础农业、主导产业等急需人才为重点，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拉网式摸底排查，全面筛选，摸清特
长，用好“靶向挖才，乡情挖才、政策挖才”，把“土专
家”“田秀才”挖出来，让当地的能工巧匠齐聚一堂，破土
飘香，盘活人才存量。

把好“能量脉”，畅通“育才路”，增加人才发展的“厚
度”。

“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是难
以成大器的。”凤凰历经涅槃之火，才有凤舞九天;梅花受得
三九苦寒，方成傲雪之姿。欲成才之广，惟有千磨百砺。要
搭建平台，增强人才干事创业的强大本领，把人才放到基层



一线、急难险重中去淬火，置之于重要任务、中心工作中去
打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思
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中不断提升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练就“身到、手到、口到、眼到”的扎实
硬功夫;要科学制定人才培育计划，构造一方池塘，滋润人才
自然成长，点燃一束火焰，激励人才自己成长，推开一扇大
门，引导人才自由成长，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
推动人才向能力本位、价值本位转变，为人才成长聚能增效。

把好“保障脉”，贯通“留才路”，提高人才储备的“温
度”。

古语云：“人才难得而易失，人主不可不知也。”当
前，“引得进，留不住”和本土人才外流的现象在全国各地
不同程度存在，留才已成为人才工作的难点和痛点。因此，
要拿出硬举措严管人才，建立健全德能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
以成效论功过，从过程看实力，全面辩证地分析人才在实践
中的表现，衡量其能之兼偏，明晰其行之远近，辨别其智之
短长，把考核结果作为选拔重用的重要参考和依据，让能者
出彩，庸者无位;要优化软环境，厚爱待才，遇到困难时帮一
把，面对挫折时扶一把，失意丧气时挺一把，认真兑现人才
政策奖励，解决其后顾之忧，丰富人才业余生活，增强归属
感，开辟人才服务绿色通道，从子女入学、住房保障、交通
出行等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让人才暖心，不断开
创“万千作者亿千诗”的生动局面。

人才强国战略体会与感悟篇三

从古至今，关于人才的典故、美谈数不胜数，从“求贤若
渴”到“三顾茅庐”，从“千金市骨”到“礼贤下士”，而
今，提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
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无不流露出对人才的尊重和渴求。
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要从历史典故中汲取智慧，做好做



实“三篇文章”，让更多“千里马”在新时代竞相奔腾。

当好“伯乐”，做实“理念”文章，集聚实用人才。

千里马常有，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必须当好“伯乐”，牢固
树立“有用即是人才，人才就在身边”的工作理念，精准识
别人才，大力挖掘人才，集聚更多“千里马”。打破“唯资
历论”“唯学历论”，对急需人才，不光看履历，还要看实
践，更要看成效，通过实地调研、技能比拼等形式，把有本
领、能吃苦、善实践的可用之才识别选用起来，确保“人岗
相适”“人事相宜”。打破“外来和尚好念经论”，持续壮
大本土人才队伍，注重打好“乡情牌”，鼓励和引导在外有
技术、有资金、有经验的本土人才“衔泥归巢”，建设家乡;
注重建好“育苗棚”，围绕企事业单位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
创建人才培育基地，让本土人才增长本领，成长进步;注重建好
“孵化室”，加大本土人才创业项目扶持力度，帮助走上正
轨。

当好“燕昭”，做实“政策”文章，激发创新活力。

“千金买马骨，筑台自隗始”，燕昭王求贤若渴，师事郭隗，
士人争相趋燕。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必须当好“燕昭”，卑
身厚币以招纳贤士，注重用好政策“指挥棒”，以“千金买
马骨”的决心，着力构建更加开放更加完善的人才保障激励
机制，激励和保障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完善保障机制，大力
实施各类人才支撑扶助计划，健全鼓励创新、绩效挂钩的人
才激励机制，采取生活补贴、住房保障等多种形式加大政策
激励力度，同时，强化政策兑现，认真兑现各项人才优惠政
策、各类人才平台奖补机制，为人才创新创业和成长进步提
供必要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持。完善激励机制，开展优秀人才
选树活动，对为经济发展和重点项目实施作出突出贡献、具
有高超技艺技能和一流业绩水平、长期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
岗位工作的人才给予津贴补助及表彰激励，让吃苦者吃香，
奉献者得利。



当好“萧何”，做实“服务”文章，消除后顾之忧。

楚汉相争时期，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
道”，为“刘邦创业集团”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后勤保障，位
当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也要当好“萧
何”，为人才消除后顾之忧。组建人才“后勤部”，健全人
才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优秀人才提供一对一“保姆式”结对
服务，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住房、就医、子女教育、配偶就业
等问题，让他们稳得住、干得好、有出路，感受到家的温暖。
组建人才“参谋部”，邀请高层次优秀人才列席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参与关键决策、政策制定，重要文件、工程项目
审议，让其当好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科学决策的参谋助手。
组建人才“宣传部”，大力宣传优秀人才事迹，争取更多的
关注和支持，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实现价值的自豪感和贡献家
乡的成就感。

人才强国战略体会与感悟篇四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文章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
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各级组织部门需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完善选
人用人育人机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支
撑，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继往开来，当好人才选任“筛选器”。人材者，求之则愈出，
置之则愈匮。各级组织部门要积极拓宽人才来源渠道、用好
选人“放大镜”，以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标准去发现和挖
掘人才。着重考量专业能力与工作岗位的“匹配度”，破
除“唯学历”“唯论文”的传统桎梏，重塑选才标准，明确
人才引进方向，对职业技能人才采取适当降低学历条件、放
宽年龄限制等措施降低进入门槛。加大从优秀“村官”中定
向招录乡镇事业单位人员或乡镇公务员力度，发挥人才最大



效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创新模式，做好人才激励“助推器”。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人才对于社会发展的核心作用不言而喻。但当下“操之过
急”的选人用人准则，让人才在任用上出现了乱点“鸳鸯
谱”的痛点。机构冗杂、人浮于事、工作效率止步不前的弊
端也进一步凸显。为此，各级组织部门在用人上应做好顶层
设计、划好战略布局，以“谋定而后动”的统筹力，以培
育“大国工匠”的向心力，强化人才归属感与获得感，建设
人才发展新高地、提升人才自主创新能力，将资源的天平向
人才、向科技、向技术倾斜，真正打造一批有才能、真实干的
“精英战队”。

精准务实，打造人才推动“引力器”。对于青年人才、紧缺
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应明确好人才梯度的划分，摒弃人才培
育中“一刀切”“均等化”的现象，杜绝“一把尺子量到
底”的敷衍态度，将论资排辈的落后机制彻底剔除，让人才
任用真正达到接得住、用得好的效果，赋予人才更多的自主
权、决定权。全党上下应树立起“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
格局，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创新力、贡献值为评判准
则，营造惜才、爱才的用人新环境，真正形成“能者上、平
者让、庸者下”的用人导向。

治国为邦，人才为急，只有加大人才发展投入，靶向吸引人
才，精准发力，才能真正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
国家发展大势向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稳
步迈进。

 



人才强国战略体会与感悟篇五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文章强调，要让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
业。“功以才成，业由才广”，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各级党组织尤需扛鼎
担责，搭建好事业平台，让“人才源泉”汇入“事业江河”，
实现人才与事业之间的双向奔赴、比翼齐飞。

搭建干事平台，让人才“有用武之地”。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干事创业是最具活力的“因子”，
要确保人尽其才，关键就要科学搭建成事平台。一方面，要
把握好“事业与专业”的共同点，突出人岗相适，拒绝骏马
耕田、投闲置散，善于扬长避短，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
位，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确保人尽其才，英雄有用武之
地。另一方面，要善于从事业发展的角度和人才成长的维度去
“搭梯架桥”，突出多岗锻炼，让人才围着事业转，事业带
着人才走，实现“专才到通才”的贯穿培养，确保事业平台
成就优秀人才。

搭配成事辅助，让人才“无后顾之忧”。

“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成长需要环境，成事需要辅
助，要确保人才脱颖而出、驰骋千里，核心就要硬核辅助。
一方面，要突出整体施策，围绕人才与事业两个关键要素，
既在引育留用上给出政策的“真金白银”，更在干事、成事、
兴业上赋予成功的“大力推动”，确保人才轻装上阵、脱颖
而出、才有所有。另一方面，要突出个体发力，不拘一格地
去谋人谋事，对有利于事业发展的人才，要敢于突破束缚去
创新求贤，特殊人才要给予特殊照顾，如此，方能确保优秀
人才真正大施所能、大展其才、大显身手。

给予走心激励，让人才“不待扬鞭自奋蹄”。



“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莫始乎言”，要实现拴心留人，
让人才成就事业，事业激励人才，最基本的还是要落脚到走
心走深走实的温暖关怀。一方面，要善于将心比心给人
才“打气赋能”，换位思考去关注人才所思所想所盼，主动
从物质层面抓解决、从心理层面抓疏导，做到言出必践、有
事必处，不断激发人才工作动力和思想活力;另一方面，要善
于常态给予人才关怀激励，拒绝做高高在上的“使令者”，
主动俯下身子、放下架子，以“烟火气息”与人才拉近日常
距离，用“雪中送炭”给予人才关键支持，真正用情感温暖
人才、用事业激励人才，最终实现人才与事业的长远长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