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水青田县

以“首席 + 团队”模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一场以《“凸显文体特征”阅读教学》为专题的语文教研活动在

青田中学举行。青田县语文学科团队第三期 26 名成员无一缺席，与

全县 300 多位语文老师畅聊彼此对语文教学的个性理解。

青田县语文学科团队成立短短两年时间里，学科团队指导老师、

学科首席带头人吴秀俊和她的团队，充分发挥了名优教师的示范引领

和学科团队互助作用，举行专题研讨活动 30 余次、开办公开课 45 节

次，学科团队成果汇编——《小语花开》第一期和第二期也得以顺利

付梓。

“这两年团队有 57 篇市级以上论文发表或获奖，团队成员王伟

琼、马爱丽等成长为市学科带头人，另有 10 人分别成了市教坛新秀

和县学科带头人，团队成员都成了各级各类学生活动、学科竞赛的优

秀指导师，在全市乃至全省语文教学研究、学生培养上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吴秀俊认为，学科首席带头人的专业引领和学科团队建设，带

来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授和方法的给予，更是一种学术的感化，这种感

化激发和唤醒了青年教师积极的心态和探究的欲望，并走上了快速成

长之路，青田县语文学科综合实力也走在了全市前列。

带着浓浓青田味的创新平台

“首席 + 团队”是青田县经过长期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实践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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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一个新载体。其主要特点是在全县各领域分学科分批选拔学科首

席带头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学科团队”，发挥学科首席带头人

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学科优势资源整合，加强人才团队和梯队建设。

目前，全县从工业、农业、教育、卫生、社科等领域选拔的三批

共 65 名学科首席带头人，在学科发展规划、创新驱动等方面发挥了

专业示范引领作用，活跃在科研、生产一线。目前，工业、农业、教

育、卫生等领域 7 名学科首席带头人组建了“学科团队”并开展了试

点工作，成效尤其明显。

富民发展，贵在得人。2008 年，根据《青田县“1211 人才工程”

实施方案》，青田县在全县教育、卫生领域启动选拔首批学科首席带头

人，把营造良好的专业人才环境作为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

青田县人才办通过走访、座谈等形式向全县企事业单位公开征求

学科首席带头人选拔意见和建议，全面掌握了全县各个领域、各个学

科高层次人才的现状、问题和需求。

与此同时，根据“基础 + 专业”的选拔条件，在设置职称、年

龄、品德、作风等基础条件的同时，根据各个领域学科特色设置专业

条件，确保最终人选是德才兼备、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行家里手。

最终，15 名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成为青田县首批学科首席带头人，

涵盖卫生领域的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骨科等学科，以及教育领域

的各个学科。

第一、二批学科首席带头人管理期限为 4 年，考虑到人才流动、

科研产出、有效管理等因素，在征求各方意见后，青田县将第三批管

理期限调整为两年。2013 年，青田县启动第三批“学科首席带头人”

选拔，选拔领域从最初的卫生、教育两个领域，进一步延伸扩展到了

工业、农业、社科文化、交通城建等领域，“学科团队”试点工作也相

应跟进，力求在各领域开创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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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暖暖人情味的政策平台

留住人才，政策为先。在学科首席带头人、科研攻关、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学科业绩提升等方面，青田县出台了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政

策举措。

根据《青田县“1211 人才工程”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青田县

专门安排财政资金，学科首席带头人每人可以享受每月 2000 元的政

府津贴；同时为他们优先安排科研资助经费，优先使用科研设备、场

所；优先推荐进修高学历、参加高水平培训，享受学习培训财政资助

经费；邀请他们参与学科内全县重大计划的制订和重大工程项目的论

证；优先推荐为上级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优先推荐进入各级各类学

术团体、咨询组织；定期享受健康体检，优先享受疗休养。

“学科首席带头人是学科发展的引领者、规划者，是学科建设的核

心和主体，但学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学科的发展是一个逐

渐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需要学科一批成

员精诚合作、不断努力。”青田县人才办负责人介绍，在这明确的功能

分析定位后，2012 年，在原有“学科首席带头人”工作的基础上，开

始探索建立“学科团队”，更好地发挥学科首席带头人示范引领作用，

促进学科优势资源整合，加快学科建设步伐，加速学科人才成长。

学科团队每年能享受 5 万 ~15 万元的专项资金扶持，优先推荐参

选省、市“创新创业团队”；团队成员优先推荐参加“绿谷精英”“侨

乡精英”等各级各类人才评选。

带着沉沉丰收味的创业平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获得初步成果的，不仅仅是

前述的青田语文学科及其团队，在“首席 + 团队”这一模式的引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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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青田县各领域各学科都取得了良好开端。

青田县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卢益中，是青田县第二批及第三批

“心血管内科”的首席学科带头人，他领导的“心血管内科”团队除他

之外，还拥有 7 名主任医师、12 名副主任医师及 13 名主治医师。

2012 年，卢益中的“心血管内科”团队顺利通过了医学重点学科

建设评估，成为丽水市级重点学科，青田县中医院也成了丽水市唯一

建立和拥有“心血管病区”的中医医院。

近年来，卢益中和他的学科团队在竭力推广医疗适宜技术方面取

得了不俗的成果，成功将“耳尖放血治疗高血压病肝阳亢证技术”“血

管年龄计算”和“颈动脉超声在高血压及其并发症中的应用”3 项技

术推广到多家基层卫生院。

2013 年，卢益中荣获了丽水市首届“绿谷名医”的称号，他所主

持的课题《颈动脉超声判断高血压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研究》

获得了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他本人也连续两年获得青田县科学技

术进步奖。同时，他还连续两年受邀前往北京，参加长城国际心脏病

学会议和亚太心脏大会论文交流这一国内顶级的学术活动。

“首席 + 团队”模式下的教育、卫生等领域结出的成果，让青田

县看到了学科人才建设的巨大生机，“首席 + 团队”向其他领域的拓

展，成果初现。

学科首席带头人吴敏芳及其田鱼学科团队主持的多个课题，先后

获得省、市农业丰收一等奖，与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合作的电视科普教

育片《青田稻鱼共生高效养殖技术》，获第三届全国教育影视优秀作品

一等奖。

学科首席带头人周凌峰及其卧螺离心机研发团队，设计研制的卧

螺离心机多次填补浙江省内空白，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2012 年带

头研制的高效污泥脱水离心机项目，先后被列为国家创新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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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

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青田县“首席 + 团队”的创新载体，成于

创新，但又不止步于创新。接下去，还将针对存在的不足、未涉足领

域做进一步的思索、探索，让高层次人才、学科团队为青田的跨越式

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学者点评

小县城的专业人才培养是一个难题。为此，青田县从自身的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出发，把人才工作的重点放在激发本土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上，

提出“首席 + 团队”模式加强学科人才建设，以教育、卫生两个领域为重

点突破口，评选学科首席带头人和建立团队，并进一步延伸到工业、农业、

社科文化、交通城建等领域。人数虽然不多，但其示范性、辐射面、影响

力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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