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大
全10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
心得体会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
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篇一

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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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新时代人才工
作，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好“方向舵”、落好“关
键棋”、建好“蓄水池”，打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组合拳”。

把好党管人才“方向舵”。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办好中国的事
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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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强人才政治引领
和政治吸纳。突出群策群力，明确政治引领主体，形成各级
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突出政治有效吸纳，搭建人
才参政议政、联系交流、事业发展平台，做到政治引领入脑
入心、政治吸纳务求实效，实现党爱人才、党兴人才、党聚
人才。

落好选贤育能“关键棋”。

人才是第一资源。新时代人才工作着眼于三个重要时间节点，



举旗定向、谋篇布局，规划“时间表”“路线图”。从关键
核心技术领域带动，到主要科技领域领跑，最终诸多领
域“四面开花”，实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
位居世界前列。“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就需要
党落实好人才选育机制，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切忌论资排
辈，切莫“一把尺子量到底”，落好培育“关键棋”，打造
人才成长宝地，在坚持党管人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才自主
性，积极为人才“放权”“松绑”，引导各类人才各展其能。
从群众需求出发，让人才在实践中奋斗磨练，做到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建好人才成长“蓄水池”。

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
则愈匮。”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是成就伟大事业的“蓄水
池”。我们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
拔的定力，坚持“四个面向”，加快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
略，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筑巢引凤、固巢
养凤”，坚持招才引智，把人才培养与项目建设相结合，为
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以最优生态
实现人才“近悦远来”。打造建设人才“硬举措”与“软环
境”的“组合拳”，厚植人才成长沃土，将人才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伟大事业呼唤人才，伟大时代造就人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人才建设“组合拳”已经打响，一支规模宏大、
素质优良、梯次合理、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正加速集结。人
才蔚起，国运方兴。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如期实现。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篇二

中央组织部在京召开学习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
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新时代人
才工作。进入新时代，人才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和竞争之间
的关键因素，坚定不移贯彻讲话精神，“以点带面”推动我
国人才工作“面面俱到”，值得广大组织干部领悟执行。

以“制高点”剖析“横断面”，锻炼人才奋斗使命担当。

俗话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纵观古今中外，大部分
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都是在
鸿鹄之志的引导下，方能不懈努力并坚持到底的。一个人努
力的方向决定了他事业境界的高低，而为国分忧、为民解难
就是一切伟大事业发展的“制高点”，在这个“制高点”的
引领下，建设事业才会犹如“水之就下”一般水到渠成。广
大组织干部首先要站稳“制高点”，关切培养人才的思想动
态，仔细剖析各色人才的“横断面”，鼓励全体有为之士以
国计民生为己任，继承发扬老一辈科研人员的优良传统，为
新时代建设贡献人才之力。

以“战略点”扩大“覆盖面”，打造人才吸纳创新高地。

要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这就为广大组织干部提出了一个人才工作的战略目标。
广大组织干部需要立足国家战略，以“得天下英才而用之”
的热忱，推动新时代人才培养、吸纳、奖惩等机制的不断建
立完善，不仅关心人才的物质精神生活，更要给予人才研究
充分的信任和自主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组织干部
要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像海绵一样汲取全世界的智慧“源
流”，不断扩大人才工作的“覆盖面”。

以“着眼点”投身“迎风面”，立足人才发力广阔天地。



人才工作不但要“引得进”，更要“用得出”“用得好”。
充沛的人才资源只能证明国家发展的潜力上限，唯有实践奋
斗方能将理论之可能转变为实实在在的进步。如今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看
似“急风骤雨”，实则“天地广阔”，正是无数人才建功立
业、大展身手的好时机。组织工作要以民族复兴为“着眼
点”，鼓励人才敢立“军令状”，敢上“第一线”，激励全
部青年才俊以奋斗书写新时代的建设篇章。

国家发展靠人才，而人才工作的尽善尽美则需要广大组织干
部贯彻人才会议精神，“以点带面”推动“面面俱到”。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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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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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是强国之本、富民之基、发展之源。乡村振兴，人才先
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加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
广开渠道引人才，聚四方合力育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为乡村振兴涵养人才振兴的“源头活水”。

多渠道“引”，广开“才”路方能“才”源广进。乡村振兴，
人才是关键。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精准引进“专业型”人才，
为乡村振兴夯实人才基础。用好招录平台，通过公开考试考
核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面向社会招聘基层党群工作者;招
揽紧缺人才，通过调研，聚焦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制定
人才引进工作方案，精准实施人才引进;选派专业服务队，近
年来，福建南平不断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流通助理，为乡
村人才振兴，提供了南平样本，“科特派”、流通助理与下



派村书记、党群工作者等多支农村队伍联动，形成了推动农
村社会治理叠加效应;鼓励和引导“乡贤”和“银发人才”回
乡服务，引导乡土能工巧匠、“田秀才”“土专家”等各类
人才投身乡村建设。通过多渠道广开“才”路，打造振兴乡村
“引才渠”，吸引更多的“新农人”投身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聚合力“育”，生“才”有道方能“才如泉涌”。坚持政府
主导、组织参与、校企合作的育才模式，深度融合“四方”
合力，培育壮大乡土人才。依托市、县、乡三级党校、乡村
干部培训教学点、乡村振兴培训学校，通过集中授课学、田
间地头学、外出交流学，集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科技
人员等乡土人才;联合行业协会、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实
施“巾帼梦”计划、“青苗”行动等人才培育工程，强化乡
土人才技能培养;对接需求精准施训，开展“点餐式”培训，
根据人员岗位、培训范围、业务需求等“按单配菜”，因岗
施教，精准发力，切实提高了培训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
性。依托重点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示范点”，实施“传
帮带培养”行动，通过一对一或一对多指导、实地观摩锻炼
等方式，培养有能力、素质高的新时代乡土实用型人才。依
托武夷学院、南平农业学校等院校，鼓励农民通过弹性学制
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同时，对农技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等现
有人才实施定向培养计划。

不拘一格用才，用“才”有道方能“才”路亨通。不灵活使
用人才，就难以最大化释放人才能量。“人既尽其才，则百
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要坚持量才适用的
原则，根据人才专业特长和性格特点，注意用其所长、避其
所短，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以“人岗相适”为导向，
使乡村人才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发挥各自才能、实现各自人
生价值。要坚持“创业有目标、发展有机会、干事有平台”
原则，聚焦南平绿色高质量发展，将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作
为各类人才作用发挥的主战场、“炼才炉”，搭建人才发展
平台，扶持本土人才发展康养民宿、休闲采摘游、农耕文化
体验游等绿色生态产业项目，实现人才与产业、项目的同频



共振;要建立健全鼓励创新、绩效挂钩的人才激励机制，通过
奖金补贴、评先评优、职称评定等政策倾斜的方式，最大化
激活乡土人才内驱力，及时帮助乡土人才解决子女就学、配
偶就业、安居住房等方面困难，确保人才心甘情愿扎根基层。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只有“输血式”引才与“造血
式”育才并重，不拘一格用好用活人才，建强乡村人才“生
力军”，才能以人才赋能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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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
人才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中
坚力量，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就要聚焦党建引领、理
论创新、实践砥砺三个方面下足功夫，勾勒出人才工作高质
量发展“新蓝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人才动力，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争取更大光荣。

突出党建引领，夯实人才根基。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伟大事业呼唤人才，伟大时代造就人
才。党的__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全面加强
党对人才事业的领导。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
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通过党建搭台，发挥各级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以党建
引领人才，以人才助力党建。打好党建融合人才队伍“一手
牌”，汇聚新鲜血液，以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聚才的
良方，让人才汇聚到鲜艳的党旗下;完善党管人才体制机制，
健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形成党员与人才的双向培养体系，
切实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当地的人才发展优势。

坚持理论创新，校准前行坐标。



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__把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总结概括为
“十个坚持”，其中坚持理论创新，就是党始终赢得历史主
动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只有拥有科学理论的
政党，才拥有真理的力量;拥有科学理论指导的事业，才拥有
光明的前途。新的赶考之路已然起航，面对人才建设的新情
况、新问题，想要团结鼓舞广大人才投身伟大实践建功立业，
就必须引导人才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以理论武装提升人
才把握方向、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
战略的过程中，牢牢抓紧理论创新这一政治任务，发扬马克
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用不断发展的理论指导新的实
践，不断提高广大人才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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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实践磨砺，汇聚前行动能。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要将
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落在实处，以实践锻造人才过硬的专业
本领。当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层出不穷，对各类人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新一轮的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科技和人才已然成为国际战略
博弈的主战场。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在学与干中引导人才
苦练本领、增长才干，鼓励人才主动担负新时代赋予的使命
责任;在学与干中引导人才潜心研究、严谨治学，在国家与人
民需要的关键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在学与干中引导人才心
怀“国之大者”，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团结引领广大
人才在新征程上不懈奋斗、建功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提供坚强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篇五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在全国组织部
长会议上强调，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



政策，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
“第一资源”，要在“引育用留”上下功夫，求贤若渴寻觅
人才、各尽其能用好人才、无微不至服务人才，才能激发人
才强县新动能。

聚焦中心“引”人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做好人才工作
的根本遵循。要用好调研这个“传家宝”，分地区、分行业、
分领域开展全面调研，摸清人才资源底数，弄清人才需求，
为后续人才规划打下坚实基础，实现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
结果导向三者的有机融合。着力构建特色招才引智平台，拓
宽引才方式，健全柔性引进政策，创新技术入股、专家顾问、
兼职挂职、节假日服务等多种方式，引进一批“候鸟型”专
家、“星期天”工程师等高端人才。

围绕发展“育”人才。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引才很重要，
育才也必不可少。只有持续学习、深造晋级，才能避免人
才“原地踏步”。要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培养一批县委发展
急需的人才，按照“因材施教、全面覆盖、资源共享、梯次
递进”培养思路，健全人才培养体系，根据人才类型、岗位、
需求“订单式”制定长短结合的培养规划，通过理论培训、
上挂学习、下挂锻炼、轮岗交流等方式，推动人才到重大工
程、重要领域、重点产业、基层一线磨练意志、积累经验、
增长才干。

立足实际“用”人才。强化“一盘棋”思维，各部门各司其
职、通力合作，形成工作合力；

推动人才流动，特别是鼓励引导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破解
区域人才协作体制机制障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
人才量身定制岗位、平台，才能实现人岗精准匹配、发挥最
大价值。要健全完善人才评价机制，鲜明“做实事、重实干、
强成果转换”导向，破除“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唯奖
项”倾向，将真才实干的人才选出来、用起来，真正形成能
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用人局面，切实树立



良好的用才“风向标”。

优化环境“留”人才。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

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要健全激励机制，出台保障
政策，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
怀人才，明确生活待遇、晋级和荣誉奖励、重点项目支持等
人才政策，细化安家补助、配偶就业、子女教育、健康保障
等配套制度，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要建立健全创
新创业容错免责机制，打破束缚人才发展的“枷锁”，为人
才消除后顾之忧，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篇六

2月1日，20xx年度浙江省苍南县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
和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召开。县委书记在会上强调，各地各
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全域建强、锚定赶超发展、
强化责任担当，坚定扛起工作使命，确保工作落实落细，奋
力开创基层党建新局面，全力推动人才工作迈向新台阶。

在当前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只有建构起降维打击的人才工
作“量子优势”，才能打破人才工作“摩尔定律”，进而真
正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建构人才工作“量子优势”，要占据“凡益之道，与时偕
行”的人才政策高地。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经济
进一步发展，人才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快递小
哥”“带货网红”“职业农民”等新兴职业已成为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磁极”。因而人才政策也要紧跟新业态、
新分工以及地方发展新形势的变化，从而为一些新兴职业提
供畅通无阻的“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流动、激励”政
策机制，使人才进得来，留得住，使之真正融入到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培养出新的产业链，以快速反应的人



才政策激活人才创新活力，进一步激活地方发展活力。

最后还要做好人才工作参与者的培训和教育，使之在为人才
服务过程的点点滴滴中，更好地让服务对象感受到地方的诚
意与真心，从而真正以“周公吐哺”的姿态，赢得“天下归
心”的效果。

同时，全面梳理区域内人才的各项属性，引导和服务好人才
到相适应的产业、事业中发光发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
现人才与产业、事业对口对位，做到“人尽其才”，从而发
挥出地方发展的一个个“长板效应”。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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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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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富
国之本、兴邦大计，做好人才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切切实实
找准平衡点，以“两头顾”汇聚“人才强国”磅礴力量。

人才来源，要一头顾“外引活水”一头顾“内育栋梁”。

人才是第一资源，地区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竞争，很多地区
不惜花重金、下血本一味争相模仿“求才”，却忽视了
对“土生土长”本地人才的重视和培育，陷入“引来女婿，
气走儿子”的窘境。要避免这种窘境，应切忌“内外有别”，
而是内外皆用、唯才是用。要转变人才理念，杜绝“孩子都
是自家好”的“本土论”，或是“舶来品至上”的“外来
论”，必须从大局、长远上考虑，将“本土”和“外来”人
才兼收并蓄，广开进贤之路。要与时俱进建立完善“外来人
才”吸引政策和“本土人才”培养政策，统筹好政策扶持、
资金保障、平台搭建、荣誉评选等要素资源，让“外来人
才”和“本地人才”形成合理搭配、协同共进。

人才引进，要一头顾“高端领军”一头顾“接足地气”。

高层次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引领者、新兴产业的开拓者、高难



技能的操作者，同时，实用性人才在带领群众致富、发展乡
村产业方面最具有发言权和带动力，是乡村振兴宝贵的人才
资源。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高层次人才，也离不
开实用性人才。做好人才工作，不能一天到晚盯着高层次人
才，要树立正确人才观，适当调整人才引进特别是高层次人
才引进在地方人才工作考核的占比权重，突出人才在岗位上
成果转换的“硬指标”权重，引导各地做到高层次人才和实
用性人才两手抓。要常态化开展人才“家底”摸排，聚焦所
需，精准引进“对口人才”，做到既不浪费人才资源，又充
分释放人才效能。

人才运用，要一头顾“经济适用”一头顾“经久耐用”。

“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天
下英才不能轰轰烈烈地引后，就放任“一引了之”，搞“一
锤子买卖”。要牢固树立“以用为本”的观念，以“人岗相
适”“能岗匹配”为准绳，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充分发挥各
类人才的智慧力量。要积极推动现有人才平台载体的升级培
优，持续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建设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工程
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新兴研发机构和“人才飞地”，
确保人才有“用武之地”。要建立健全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
机制，破除“四维”倾向，既打通人才横向流动“桥梁”，
也搭建纵向发展“楼梯”，从而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动，实
现人才效益最大化。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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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大人
才对外开放力度，用好用活各类人才。

人才是第一资源，为发展注入创新动力，是推动时代发展
的“活力引擎”。各级组织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务实做好



人才工作，奏好“思想引领”前奏、奠定“党管人才”基调、
唱响“队伍建设”旋律，坚持以人才引领发展，不断壮大人
才体量、提升人才质量，以“质量双优”构筑新时代人才集
聚高地，奏响新时代“人才曲”。

奏好“思想引领”前奏。各级组织部门要紧抓“后继有人”
根本大计，在思想上“跟得紧”，在行动上“不掉队”。要
从发展大局出发，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为“时
代考题”，将人才发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人才，让人才
教育和党员教育相互融合、相互推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为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以思想为引
领，加快构建更有吸引力、更有竞争力、更有创新力的人才
制度体系，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增强经济社
会发展的人才力量，激荡事业发展的澎湃动能。

奠定“党管人才”基调。人才都是强国之基础、兴邦之大计。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是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各级组织
部门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站位要高、理念要新、使命要
践、力量要聚，增强针对性、规划性、全面性，坚持党对人
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更好地凝聚起人才发展的磅礴力量。
要积极发挥“引路人”作用，将“党管人才”原则贯彻于实
践中，把人才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强化政
策导向、目标导向、服务导向，凝聚人才支撑发展的内生动
力，激励广大人才主动担当起推进乡村振兴、为民办实事的
时代重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唱响“队伍建设”旋律。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事业
兴。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是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根本保证。各级组织部门要积极推动创新、践行重要使命，
着力在组织保障、发掘人才和制度机制上下功夫，聚焦人才
政策的制定、人才工程的实施和推进、人才环境的打造，完
善人才工作格局，竭尽全力做好人才工作。志同则心同，心
同则力同。各级党组织要推进人才支撑的新旧动能转换、出
台人才政策的改革举措、完善创新创业支持体系，让人才发



展的政策和体系能更趋成熟，不断巩固人才制度体系，为人
才队伍建设注入强劲力量。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心得体会篇十

20xx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找准新时代乡土人才
工作坐标系，坚持把加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助力乡村振
兴的有力抓手，在盘活用好农村牧区乡土人才资源上下功夫，
助力乡土人才人尽其用、尽展其长。

将1376名登记在册的生产能手、种植养殖大户、手工艺能人、
致富带头人，按照生产型、经营型、技能型、服务型4大类别
纳入人才库，分类建档，动态管理。从乡土人才中选拔一批
政治觉悟高、综合素质好、带富能力强的优秀人才纳入村级
后备干部管理，构建“提升一批、开发一批、储备一批”的
梯次结构。

“靶向”培训“铺底子”，让乡土人才“壮”起来。以“整
合资源、农民点单、政府买单”的方式，定期开展乡土人才
培训需求调研，以“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既注重个性、
又突出差异，着力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做到点单教
学、订单设课、因人施教。以“走出去+现场实操”的培训形
式，进“丝路姑娘”乳制品加工厂、“肥源”苦山羊合作社、
“戈壁果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围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
特色产业、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举办技能提升、创业培训、
小浆果种植、肉奶制品加工等示范培训班8大类36期，“全日
制”学习实用技能，分类别分领域培训各类乡土人才100余名，
由县委组织部联合人社、农业农村、林草、畜牧等部门进行
技术鉴定考核，合格者，纳入全县乡土人才库统一管理使用，
催生“培育一个人才、兴起一个产业”的链式反应。

政策倾斜“架梯子”，让乡土人才“兴”起来。通过“项目+
能人+农户”的形式，鼓励和引导乡土人才带头成立专业合作



社，以“家门口”创业带动“家门口”就业，接长共富链，
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乡土人才带头成立
合作社的可优先享受政策扶持、创业资金、低息贷款等方面
的优惠。累计发展“欧诺尔皮具合作社”“阿力泰风干肉加
工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社35家、家庭农场180多家，辐射
带动群众5000余人。依托“一镇一品”“一村一特”等区域
产业特色，抓好特色产业乡土人才整合，推动乡土人才
由“单兵作战”走向“抱团冲锋”，同时，充分发挥“领头
雁”作用，举办致富分享会，邀请先进典型现身说法，以先
进促后进，鼓励其传技术、融资金、带项目，扩大“影响一
片、带动一群、造福一乡”的集群发展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