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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才产才城城深度融合 走好““万亿万亿””新征程

以江苏省 4.1%的土地、6.3%的
人口，集聚了10.8%的人才——人才
纷至沓来的场景正在常形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
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

产，因才而兴；城，因才而荣。
立足城市定位、产业特色和发展

需要，不拘一格集聚四海贤才，多措
并举推进产、才、城深度融合，可以
说，常州的“万亿之路”，是一条产业
型城市依托技能人才厚植智造基础
的“坚实之路”，是一条中小型城市依
仗创新人才注入科技活力的“创新之
路”，更是一条依靠服务人才提升城
市能级的“探索之路”。 包容“十年不鸣”，静待“一鸣惊人”，这是常州

给予人才的厚爱，也是不断完善、持续提升的人才
创新文化生态。近年来，我市以“不怕花得多就怕
花不掉”的激励支持、“经费包干”的宽容信任、“有
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暖心服务，给予各类人才“礼
遇式”的最佳支持，切实以人才的“关键变量”拓宽
事业发展的未来空间。

2022年，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我市确
定每年农历正月初八为“常州企业家日”——以一
座城市的名义为企业家设立节日，全方位营造尊
重、理解和关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

“龙城英才计划”是我市人才政策的顶层设计，
多年来，我市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持续升级迭代。

在政策体系上，我市不断提质扩面，逐年加强
对创业人才、创新人才、青年人才、民生人才、技能
人才五类人才的政策覆盖，在人才特区、人才金
融、人才合作、人才服务、人才荣誉五大领域持续
发力，优化资金拨付节点，“一人一策”量身定制扶
持方案，不断提高资助额度，有针对性地开展“揭
榜挂帅”、实施人才专项，创新组建常州人才科创
集团，成立“龙城英才计划”创业企业股权激励基
金联合体，建成100亿元科创母基金、60亿元天
使母基金、天使轮直投基金、新能源人才专项基金
和合成生物人才专项基金。

面向青年人才，我市全力推动“青春留常”，实
行生活居住双资助“直达补贴”“非申即享”，毕业生
来常州就业缴纳社保后，相关补贴就通过后台数
据比对，直接发放到个人社保账户，免去申请、认证
的繁琐流程，有效提升人才的便利度、获得感。

在此基础上，我市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人才
服务体系，出台专门文件，实施人才礼遇机制，围绕
战略顶尖人才、产业领军人才、创新创业人才，统筹
全市各部门资源，集成提供“惠才十项”礼遇服务，
涵盖政治关怀、安居无忧、薪酬奖励、健康医疗、子
女入学、商务差旅、文旅休闲等各个领域，在全社会
有效营造尊才爱才生态，充分彰显常州爱才诚意，
全力打造全国青年创新创业最向往城市。

在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上向高端攀升，常州
深知，关键是要依靠科技的创新突破、人才的引
领。我市综合运用靶向引才、平台共建、柔性合作
等多种灵活创新的“小机制”，积极对接国内外创
新资源，走出了一条校地深度合作、产才深度融合
的产业升级新路径。

自2021年起，我市以主动之姿走出去，启动并
常态化开展“名城名校合作行，创新创业赢未来”
活动。市级层面和各辖市区组成党政企代表团，向

“名城名校”推介常州，全方位展示我市开放包容
的人才环境、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和宜居宜业的发
展环境，诚挚表达“渴求人才、渴望创新”的美好意
愿，与人才、团队、项目展开深度对接，在科研创
新、人才交流、学科引进等方面逐步实现资源共
享、互利共赢。

更有甚者，我市将目光放远至全球，创新实施
“揭榜挂帅”机制，瞄准重点产业领域，征集企业自
身难以攻克的技术需求和关键“卡点”，面向全球
科研人员发出“解题邀约”，建立以企业投入为主、
财政补助为辅的激励资助模式，充分调动国内外创
新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企业出题、政府立题、全
球创新资源协同破题的良性互动。截至 2023 年
底，累计入选47个科技“揭榜挂帅”中榜项目，榜单
总额1.63亿元；今年新发布36项技术需求，榜单总
额1.3亿元。

同时，我市还坚持完善市场化机制，充分发挥
好企业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实
施“人才举荐认定制度”“高薪酬人才奖励政策”，
并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创新开展

“双岗互聘”，将人才培养改革“关口”前移到产业
人才供需结构性“缺口”上，推动智力资源跨行业
跨地域调配，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有机衔接。截至目前，我市已遴选989名市内外
博士学历人才，在本土企业、研发机构、高校之间
柔性流动，广泛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转
化等工作。

筑巢引凤，
以安居支持乐业

政策迭代，
厚植人才新生态

全市人才总量近180万人，连续

三年引才超10万人，人才吸引力指

数位列全国第22位，外籍人才吸引

力指数位列全国第12位，“95后”人

才吸引力指数位列全国第21位。

累计入选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A

类105人、B 类38人。累计入选省

双创人才540人，双创团队40个，

人才攻关联合体支持项目4个、培育

项目1个，“333工程”1010人。集聚

市战略人才项目2个，引进和培育领

军型创业人才项目3331个、领军型

创新人才项目326个。

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龙城英才科

创天使之投基金，助力10家人才企业

成功上市，86家人才企业进入上市后备

通道；“人才贷”累计发放超12亿元。

实施校企“双岗互聘”，989个岗

位完成人岗匹配；组建17个批次60
个“科技镇长团”来常挂职，协助组建

各类创新平台近500家，推动签订产

学研合同超2000份，合同总额超53
亿元。

累计建成投用374个人才公寓

项目，总计11.78万套。累计发放高

层次人才薪酬奖励 912 人次、超

4000万元。面向青年人才的“双资

助”政策受到广泛欢迎，其中，发放生

活补贴59万余人、2.68亿元，租房

补贴12万余人、8955万元，购房

补贴3598人、1.63亿元。

数读常州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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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引才促升级柔性引才促升级

人才与人口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同时，也
带来了做好人才服务保障、完善城市现代化治理、推动人
才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全新课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
外来人口的安居问题。

我市坚持树立“大人才观”，探索以人才公寓“小切
口”，做好引才聚才留才“大文章”。

自2021年起，我市将人才公寓建设作为市委“一号
工程”全面启动，综合运用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市场主体
等方式，集中建设了 374 处、11.78 万套功能齐全、服务
周到的人才公寓，总建筑面积超340万平方米，满足35
万人才拎包入住，形成了人才公寓“规建运管服”的常
州模式。

在建设过程中，我市积极盘活国有存量资源、企业
低效资源、社会闲置资源，实现投入少、效果好，真正做到

“惠而不费”。在此基础上，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
会参与，一批民企积极参与国有资产项目盘活，实现企业
增利、国企减负、政府税收、社会效益、人才引育多赢。

针对产业多元布局、人才多元需求，我市按照“职住
平衡、就近建设、个性共享”的原则，开发了多样化公寓产
品，在户型上设置套间、单人间、多人间等多种房型，覆盖
择业青年、蓝领工人、白领人才、领军人才、外籍人士等各
类人才安居需求，叠加实施青年人才“生活居住双资助”
政策，形成了对全体来常人才的普惠支持。

人才公寓是人才来常的第一个“家”，但远不只是
“家”。我市推动人才公寓从“基础保障性住房”向“全要
素服务社区”转变，组建常州市住房租赁（人才公寓）行业
协会，成立人才公寓行业党委，引导全市人才公寓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在人才公寓普遍设置自习室、人才书屋、社
区便利店、共享厨房、运动场馆等配套设施，引入第三方
专业机构开展技能培训、学习研讨、创业辅导、交友联谊、
集体婚礼等增值服务，让人才公寓日益成为提升人气、凝
聚人心的有形载体。

“来时一个包、安下一个家、共建一座城”的理想，正
在常州成为现实。

天津大学学子来常开展就业旅行

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试验室

东南大学溧阳研究院

由工业老厂房改造而来的“五星里”人才社区

我市从中科院物理所引进的青年科学家吴凡

“名城名校合作行 创新创业赢未来”活动举
行“龙城英才计划”推介会

钟楼区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全球校友之家”

位于常州科教城的金凤凰人才公寓

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