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海曙区

创新服务新模式  打造人才新高地

土地资源紧缺，人才分布较散，人口流动迅速……

这些城市 CBD 遇到的现实问题给引才、育才、用才出了一道道

难题。如何更精确地掌握人才发展走势、更精准地把脉人才需求，又

如何推动人才在最小单位面积上“精耕细作”，产出最大的亩产？海曙

区创造出了通过“人才之家”载体精细布局、“人才联盟”网络协调运

转、“服务专案”定制精准服务，逐步构建起各行业、各层次人才全覆

盖，“总窗 + 专窗 + 终端”网络全联动，创业创新、后勤保障、情感

联系全方位服务的全域人才服务新模式。

人才之家，“嵌进楼宇”的服务明珠

“林总，您上次和我提的金融专业本科以上的实习生，我们和团区

委合作找好了，成绩优异，人很踏实，我先把他们的履历发过来，过

两天再来您这儿回访。”这样的电话，天一商圈“人才专员”小翁每天

要打上七八个。天一商圈辖区 18 栋商务楼，几乎每家企业的人力资

源经理都认识小翁。

在海曙，小翁这样从事企业人才服务工作的有不少。在商圈，他

们是“人才之家”的人才服务专员；而在他们包干联系的楼宇，他们

被各个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亲切称为“楼主”。2012 年起，海曙区开

始打造起具海曙特色的“人才之家”服务品牌，在各街道、9 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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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商务楼宇、11 个核心商圈及产业园区内全面排布起 30 余个“人

才之家”服务阵地，配备了近 50 名人才服务专员。

企业情况都是嘴皮子交流来的，精细服务都是脚底板跑出来的。

根据“核心楼宇包片，零散楼宇包圈”原则，各“楼主”每周的主要

任务就是“扫楼”——深入楼宇主动了解企业人才需求。通过这样不

间断的联系，每个人都掌握着自己的一块“家底”：商圈内企业总数有

多少、企业人才行业分布怎么样、人才个性需求有哪些。然后把三方

面的数据通过商圈人才数据库、新引进人才数据库、人才需求对接库

汇总传递给相关部门。

“摸清家底”后方可“量体裁衣”。根据包干区域产业特点、需求

类型，人才服务专员每月要定期提供定制服务，诸如为人才代办企业

创设、项目申报，等等。同时通过人才之家信息宣传窗和微博、微信

公众服务号，每月公布最新人事人才政策、考试培训信息、职称评审

信息，及时传递人才工作动态。

跑得勤、想得细，分布密、反应快，“人才之家”无疑已成为海曙

人才服务的主流模式，成为企业人才的信息中枢和情感纽带，也为高

端人才“淘宝”创造了机遇。

2012 年年末，全区人才之家的“人才淘宝”专项活动正在如火如

荼进行之中，中山路商圈中农信大厦的企业为“楼主”小邱举荐了公

司技术总监的导师、正有意向从美国回来创业的陈曦博士。得益于小

邱详尽的政策介绍以及组织人社部门快速的信息反馈，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终身教授、世界知名力学科学家陈曦最终选择落户海曙区，并获

评成为海曙区历史上首位引进的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

一手搜集大数据，一手联络真感情，运营三年来，海曙区“人才

之家”平均每年能提供各类人才服务近万人次，帮助企业解决各类人

才问题 500 多个，服务满意率达到 98%，逐步形成覆盖全区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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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服务圈和 5 分钟诉求速递圈。

人才联盟，“两条腿走路”的服务网络

2014 年 6 月，一份《关于组建海曙区人才创业创新服务联盟的通

知》送达到全区各职能单位、各街道、商圈人才之家工作人员及区内

重点领域人才手中，海曙区人才服务观念上做出了转变。“今后我们要

实行的是全域化、全流程、妈妈式的服务，要打造出适合各类人才成

长的生态环境，必须全面整合各部门、各单位的力量。职能部门的专

业服务和街道商圈的特色服务要学会‘两条腿走路’。”海曙区人才办

负责人在服务联盟组建会议上这样说道。

两周内，全区 23 个与人才创业创新、生活保障相关的职能部门

和 8 个街道作为联盟成员单位，全面设立起人才服务总窗、专窗和终

端，并安排专人提供全程服务。海曙区的人才服务，开始进入新的“联

盟时代”。

“我们公司今年刚成立，面临大到项目申报、融资贷款、销售人员

招聘，小到实验室里想增设水龙头、用电负荷需要加强、新引进的技

术总监住宿要解决……林林总总的问题太多了。结果我只给服务总窗

递了一张《服务事项流转表》，剩下的都由他们替我代办解决了。”宁

波市大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广进是服务联盟成立后的第一批

受益人才企业之一。他口中“林林总总”的问题，总窗在第一时间分

别流转至区发改局、人社局、科技局、园区物业公司。第三天，园区

人才之家服务专员就带着区发改局推荐的投资机构名录、合作银行名

单、融资贴息的政策文本上门送到陈广进手中，区人社局也将销售岗

位招聘通知挂上了宁波人才网，又为公司申请了一套刚交付使用的人

才公寓。过去给人才开“绿色通道”是费时费力的协调再协调，现在

联盟规定的“一杆到底”的政策惠及全区符合要求的人才，所有成员

. �� .



Ningbo

     Cases宁波案例二

单位都责无旁贷，有据可依。

“最方便的是科技项目申报，要交什么材料，照着《服务手册》准

备就没错。”陈广进口中的《服务手册》是由联盟统一编订的人才服

务指南，100 余页的手册中汇总了全部联盟成员单位的人才服务事项，

每项服务事项的办理流程、需递交材料、办结时间都一一列明。

两周的服务事项流转周期一到，陈广进接到了 81890 人才服务监

督电话，回访各职能专窗的服务是否落实，服务专员操作是否符合需

求，并请他为本次联盟服务“打分”。这些数据，都将统计录入系统，

计入年终各专窗的考核评定。事项上报、总窗受理、专窗办结、监督

回访、数据采集，“一站式”服务背后是一丝不苟、环环相扣的规范

流程。

为了最大限程度地实现资源整合，海曙已将全区现有的“人才之

家”有序纳入人才服务联盟。小终端融入大联盟，实现人才之家特色

服务与服务窗口专业服务优势互补。以往那些“排摸易、处置难”的

问题，能迅速流转至总窗受理专窗落实，由服务专员跟踪；而各专窗

新出台的政策、各类项目申报通知、招聘信息等也能由人才之家快速

传递给企业人才，确保流畅沟通。

服务专案，“更贴近市场”的个性定制

刚入驻海曙区留学人员创业园的于英超团队是一支“85 后海归”

高端创业团队。企业落地后，区留创园立即以《海曙区海外高层次留

学人员创业服务专案》为蓝本，为他们量身打造“青年留学人才创业

服务方案”。这套方案不仅网罗了企业创设、税务登记、人才公寓住

宿等“规定动作”，还涵盖了项目资本对接会、“本地甬商导师团”、

“专业中介顾问团”、新材料产业培训课程、区“海创会”联谊平台，

“3315”计划、省“千人计划”创业创新项目申报等一整套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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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海归高端人才面对大规模融资、快速技术更新、适应本地区产业

等迫切需求相吻合。

这样的服务专案还在逐步增加。除了《海曙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

才创业服务专案》外，《海曙区电商与智慧产业人才服务专案》《海曙

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服务专案》《海曙区节能环保产业人才服务专案》

等正在加紧制定和完善，均为特定领域人才量身打造，其中不仅有企

业初创、发展、成熟不同阶段的“服务路线路”，还有专为该领域人才

创业设计的“一揽子计划”。“我们要把普通服务流程升级为服务专案，

今后还要把服务专案变成全行业适用的服务标准，打造海曙区另一个

全国知名的‘81890’”，区服务总窗负责人自信满满地说。

2013 年，宁波（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落户海曙，中兴智慧交通

研究院、京东商城、甲骨文等智慧企业半年为辖区带来 50 余位硕士

以上学历电商人才，运营、销售、设计等电商产业的紧缺人才，一套

个性化订制的电商人才服务专案将为园区解决“以服务留人才”的大

问题。

人才服务没有终点，全域服务模式的建设无疑为扩展新的服务领

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法律、金融、报关、专利保护、人才评估等方

面的服务在不断培育，新的人才服务品牌正在不断孵化。2014 年，海

曙区首届“电子商务人才节”举办，邀请了韩都衣舍 CEO、麦包包

CEO 等 20 余位品牌电商巨头与区内电商人才在论坛上共谋发展之

道；宁波首家“电商人才网”上线，日点击率已突破 4000 人次；宁波

市首个“专家产业服务基地”落户园区，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亲自“坐

诊”，为人才创业答疑解惑。

随着全域服务模式和人才服务品牌越来越多被全区企业和人才团

队所认可，海曙区将逐步形成人才服务生态链，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

成为全市乃至全省人才服务的重要模式之一，对建立人才“CSD”（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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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服务高地）的目标要求，对打响海曙特色的人才工作品牌，实现弯

道超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学者点评

人才服务内涵很大，内容很多，事务很细，既要全面覆盖又要细致入

微。海曙区敏锐地抓住人才主题需求，从温馨体贴的“人才之家”个性化

服务小终端，到集成人才工作相关部门职能大联盟，再到精准的服务方案，

将特色服务与专业服务、大联盟和小终端、总窗和专窗有机结合在一起，

构建起各行业、各层次人才服务的全覆盖，这种全域人才服务新模式很值

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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