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水庆元县

创建人才储备金制度  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位于庆元县城西侧石龙山脚下的县人才公寓，从 2012 年 7 月起，

陆续住进了 50 多位来自县内外的高层次人才。

一直以来，由于庆元地处山区，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较差，人才外

流现象严重，人才缺失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面对难题，

2012 年，庆元县出台了《高层次人才储备金实施办法（试行）》，一至

六类人才只要在庆元生产一线从事专业工作，均可获相应额度的高层

次人才储备金，直至退休。

相对于引进人才的一次性奖励，庆元县创新实施的人才储备金

制度，则是一种长效的激励办法，可以减缓人才流动的频率，也利

于调动高层次人才的工作积极性，更好地规划其职业生涯。

逼出来的创新

给在一线从事专业工作的人才设定人才储备金，是被逼出来的。

2011 年年底调查的数据显示，这个总人口不过 20 万的山城小

县，高层次人才只有 338 人。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当地加快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庆元县委、县政府认识到，必须创新欠发达地区人才引

留机制，让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安心专心从事专业工作，让更多高层

次人才愿意来庆元工作，愿意扎根庆元工作。 

经过多次调研和严密论证，庆元决定出台《庆元县高层次人才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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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金实施办法（试行）》。根据该办法，享受政府岗位津贴的一至六类

人才且在生产一线从事专业工作直至退休的均可获相应额度的高层次

人才储备金。第一类人才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年

10 万元，其他每年 8 万元。二、三、四、五和六类人才分别为每年 6

万元、4 万元、1.5 万元、1 万元和 5000 元。人才储备金开设后，庆

元在财力十分有限的状况下，每年为此支出 200 多万元。

激发本土人才活力

“人才储备金每 5 年提取一次，每次提取账户额度的 30%，剩余

部分男 55 周岁、女 50 周岁可一次性领取，此后至退休期间的每年均

可领取。”庆元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说，若人才调离庆元或未在生产

一线从事专业工作的，其账户将被“清零”。 

层次越高，扎根越久，钱就越多。这个类似住房公积金的人才储

备金一推出，便引来本地专业技术人才的关注。

57 岁的吴文有，是庆元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属

于第四类人才。获悉这项新政策，吴文有计算起来：“除了享受政府岗

位津贴每月 600 元外，到退休时，我一共可以多拿到 7.5 万元的人才

储备金。”

青年教师吴韦春，庆元县实验小学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这两

年，他获得了“丽水市教学名师”“省特级教师”称号。“从第四类人

才一下子跨到第三类人才行列，每年人才储备金也翻倍，这让我更安

心在庆元继续做好教育工作。”吴韦春说。目前他们学校 87 位教职工

中，就有 30 多位教师能享受人才储备金政策，而且呈现出专业技能

比学赶超的好氛围。

一项好政策，激活一池水。据庆元县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介绍，

从 2012 年 7 月份实行“人才储备金”制度以来，庆元本地专业技术

. ��� .



Lishui

     Cases丽水案例十一

人才外调同比下降 57%，而获评中高级称职的递增 60 多人。

人才激励效应初显

近两年来，庆元密集参加了由丽水市组织的省内外人才招聘会。

每到一地，“人才储备金”政策都格外受关注。

“这场特殊的面试让我感到很温暖，我是被‘人才储备金’这一特

别政策吸引过来的，到这里后我更深切感受到庆元良好人才环境的感

染力，我希望能有机会加入这个队伍……”发出这一感慨的是西安交

通大学毕业的江西籍硕士研究生彭全兵。

小彭因错过庆元县 2013 年春季引才现场招聘会，主动申请到庆元

参加面试。庆元县相关部门单独为他一个人组织了一场面试，随后双

方顺利签订了协议。这次春季引才共有 12 名硕士研究生（其中“211”

大学毕业生 9 名）现场“牵手”庆元，超过以前一整年的引才数。

2014 年 1 月至 10 月，庆元县先后 8 次到武汉、西安、兰州等地

招聘人才。得益于“人才储备金”等特殊人才政策，已有 55 名硕士研

究生、本科生以及其他紧缺人才到庆元工作。

此前通过人才引进到庆元林业局工作的硕士研究生胡青素，如今

已在庆元安家，并住进了免费的“人才公寓”。“庆元县委、县政府很

重视人才，我愿意一直在庆元工作。”胡青素高兴地说，目前她已从第

六类人才上升到了第五类人才。

庆元已经尝到了人才新政的甜头。他们将陆续拓宽人才发挥作

用的渠道，更好地搭建人才发挥作用的舞台，真正做到“待遇留人”

“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以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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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点评

庆元县知难不畏难，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才储备金”制度。不同于一

次性的人才引进奖励，人才储备金着眼于长效激励，对于减缓后发地区人

才外流趋势发挥了显著作用，该制度实施后本地专业技术人才外调同比下

降 57% 就是明证。做好人才工作必须投入，但是如何投入却大有文章。庆

元县立足本地实际，每年从十分有限的财力中挤出数百万元，以创新的制

度设计、精心的配套服务，花小钱办好事，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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