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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进一步明确
高校应届毕业生身份认定
本报讯（记者 张珺）来自省人社厅的消息，日前我

省下发通知，对高校应届毕业生身份认定进一步明确，
表示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招考中，上年度毕业生
具有工作经历以及社保缴交记录的，可报考应届生岗
位，鼓励应届生尽早尽快就业。

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国资委等四部
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关政策的
通知》，明确了上述内容。通知还对引导师范毕业生从
教、紧缺急需人才事业单位招聘等内容作出规定。

通知明确，报考福建省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央企在闽机构的当年度应届高校毕业生，其应届生
身份认定以本人毕业证书落款年度为准，即当年度应届
生签订就业协议、劳动合同、缴交社保等均不影响其应
届生身份认定；上年度毕业生具有工作经历以及社保缴
交记录的，可报考应届生岗位，鼓励应届生尽早尽快就
业。央企在闽机构由其总部统一招考的，从其规定。

各地要将师范毕业生作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补充
的重要来源，积极引导优秀师范毕业生从教。省内本科
高校 2023 届优秀师范毕业生（本专业综合评价前
20%）、省内本科高校中通过二级认证师范专业的2023
届优秀毕业生（本专业综合评价前30%），可直接面试考
核进入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队伍；进入原扶贫开发重点县
及老区、苏区县（市、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上述
比例可放宽至本专业综合评价前30%、40%。

集大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在厦门科学城揭牌

本报讯（记者 张珺）日前，集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基地在厦门科学城正式揭牌。

实践基地设在科学城德韬科技园内，集美大学与德
韬科技园分别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专业过硬的创业导
师团队，为创新创业项目团队厘清创业思路。揭牌当
天，集美大学毕业生就带来6个高质量创业项目，毕业
生现场分别介绍产品特点、智能场景技术、团队构成、融
资计划等，与行业协会专家、创投机构面对面交流。

据介绍，实践基地的设立将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
更好的服务，建立人才带动创新创业“新机制”，打造推
动科研成果转化“新平台”，点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新
引擎”，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生态，助推新城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除实践基地建设外，同安区及科学城还将打造共享
资源图谱，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空间、资金、设备、技术
等全方位支持，助力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打造有利于创新创造的人才发展环境。

创建研修平台
推广绝技绝活

24家省市技能大师工作室昨授牌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他们组建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将为我市经济发展提供人
才支持。昨日下午，市人社局为24家省、市两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授牌。其中2022年度省级大师工作室9家，
2023年厦门市技能大师工作室15家。

据介绍，本次授牌的24家技能大师工作室，包含生
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类12个、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人员类1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2个。企业17家、职业院
校7家，其中有两个新职业首次出现，分别是信息网络
运行管理员和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工作室将给技能大
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交流研修平台，并将技能大师
的技术技能革新成果和绝技绝活加以推广。市人社局
和市财政局也将根据管理办法，加强对大师工作室的动
态管理，不定期开展检查和督导，并落实年度报告制度。

另据了解，自2011年开展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以
来，我市共培养出6140多名青年技术技能骨干，涌现出
陈国信、冯鸿昌、叶中桉、邱海君、李清等一批优秀的国
家级技能大师，为推动厦门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发挥
技能带头作用。

“步入大厦之门，融入开放
与包容”，我市首部国际化引才
宣传片《留厦，世界更大、梦想
更近》昨日面向全球重磅发布，
邀请海内外人才来厦逐梦、圆
梦。同时，依托“海联会客厅”，
服务人才与企业顺畅链接全
球、深度拥抱世界。

对人才而言，厦门是一座
值得选择、值得留下的城市。
在“国际化人才留厦故事汇”
上，跨越台湾海峡与家人一同
留厦的青年教师李绍弘，与鹭
岛结缘参与厦门科学城建设的
外籍科技特派员范天蓝，学成
归国留厦筑梦创业的高层次人
才郭望，用不同语言讲好厦门
故事的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海
外新声代”志愿者们，真情分享
自己的留厦故事，表达了“群鹭
兴厦，鹭鹭生歌”的肺腑之言。
各路英才选择在鹭岛施展才
华、实现抱负，在他们看来，“厦
门总是会看到不同人才的亮
点，提供不同的展示舞台。”

厦门始终坚持人才优先发
展，助力一切有志于科技创新、
成就梦想的人才在厦圆梦。活
动现场，我市发布首届“厦门人
才伯乐奖”获奖名单，评选出一
批优秀引才企业、人力资源机
构和人才工作者，并现场为厦
门高新人才开发有限公司、厦
门邦芒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等
10家获奖人力资源机构颁证，
引导用人单位用好市场化引才
资源招揽人才。此外，我市还
专门为市青年英才“双百计划”
杰出青年人才代表颁证，提升
人才在厦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推出“鹭名牌”“人才公交”“人
才主题灯光秀”等，营造浓厚的
爱才、敬才、惜才氛围。

广开大厦之门 共迎八方英才
2023厦门人才服务月启动，推出厦门“归鹭”国际化人才品牌，举办30场

精品活动及80场全年服务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黄怀 通讯员 陈媛
昨日，我市启动“2023厦门人

才服务月”暨“‘四海归鹭’留学人才
厦门行活动”，新加坡工程院院士、
市“杰出青年”人才、市高层次留学
人员、“青鹭英才”优培生、外籍科技
特派员代表等共同登台完成启动仪
式。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留学人才
等共300多人现场参加活动。

此次厦门人才服务月聚焦“留
厦，世界更大、梦想更近”主题，重磅
推出厦门“归鹭”国际化人才品牌，
与“金鹭”高层次人才、“银鹭”产业
紧缺人才、“青鹭”青年人才、“新鹭”
优秀毕业生人才、“飞鹭”柔性引进
人才共同构成厦门“群鹭兴厦”人才
矩阵，全面覆盖各层次各领域人才
群体。“一鹭归厦，一路逐光”，真诚
邀请全球英才来厦、留厦。

人才服务月期间，我
市围绕“鹭引五洲·全球纳
贤”“鹭育菁英·人才赋能”

“鹭荟群贤·产才共融”“鹭
聚青才·生如厦花”等主
题，面向各级部门、高校科
研院所等，征集人才服务
主题活动200余项，从中
精选30项精品活动，开展
国际化人才交流、赋能人
才成长、产城才融合发展、
青年人才留厦等主题活
动。思明领军人才创新
营、2023年百名海外博士
湖里行、集美区院士大讲
堂暨智能制造校企对接
会、海沧区“海纳百川”人
才政策发布会、同安人才

“T·Dream”共享图谱发
布仪式、翔安区“人才·
CHUANG·嘉年华”等各
区活动，以及20场“新鹭
英才”招聘、参访活动精彩
纷呈。

市高层次人才协会、
市级人才驿站以及相关
行业协会，联合推出80场
全年人才服务主题活动，
开展“白鹭英才”产业行、
国际人才“留厦”文化之
旅、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政策交流会、火炬创业成
长营等一系列活动，做到
月月都是人才服务月，人
才服务不间断。

勇立潮头逐浪高，奋
楫扬帆再起航。城市与人
才最美的际遇是“相逢有
你”，最好的未来是“一鹭
有你”，厦门欢迎更多海内
外人才共同书写“才与城”
双向奔赴的精彩华章。

厦门始终以开放包容、
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不
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
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
好人才，让人才成为城市
发展的最大动能。今年人
才服务月期间，一批高端
国际化人才携世界前沿科
技项目来厦参会，与我市
重点企业、科研院所签订
人才合作项目，涉及现代
化农业、石墨烯产业、碳直
捕技术、城市再生水补给、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
产业与领域。

市“双百计划”企业厦
门百利控股有限公司与国
际植物生物学研究领域领
军人才共建生物育种实验
室，探索建立海峡两岸现代
农业研究院，同时辐射东南
亚等“一带一路”国家；中科
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引进比
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等，围
绕城市—城郊环境系统观
测与模拟项目，创新理论体
系、升级应用技术；厦门稀
土材料研究所联合两岸稀
土产业科研院所、企业，首
次在厦成立“稀土产业科技
创新合作联盟”，推进两岸
稀土产业协同发展。

在这次活动中，我市还
举办了2023“四海归鹭”留
学人才厦门行暨“AI+新材
料”产业论坛，新加坡工程院
院士洪明辉、国际先进材料
学会会士刘源岗等国际专家
作主题分享，现场还公布
2023厦门“归鹭杯”留学人
员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
吸引近百名全球留学人才到
场对接交流。

人才优势是城市发展最根本
的优势，厦门正积极抢抓引才机
遇，放大留才优势。今年3月，我
市成立城市引才联盟、建立驻北京
国际化引才工作站、上线“国际化
人才招聘专窗”等，助力企业抱团
引才、精准纳才。

近日，我市聚焦国际化人才引
育再出新举措，汇聚市校企三方力
量，发布一批全球高校引才育才精
品项目，促成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以及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
区）、泰国素万那普皇家理工大学
等10余所海内外知名高校，与建
发集团、象屿集团、国贸集团、金龙
客车等本地企业开展合作，通过本
硕连读国际人才联合培养项目、产
学研项目、共建实习实践基地等，
校企联合精准培育适配产业发展
的高素质、国际化基础人才。

此外，各区也与本地高校紧密
合作、共育人才，如思明区与集美
大学达成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人才培养战略合作，推动创建集美
大学现代体育产业学院，深化实习
实训和产学研协作；集美区与厦门
理工大学共建厦门理工学院（集
美）政产学研基地，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与产业化，已吸纳30余名博
士及高级职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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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发布致2023届高校毕业
生的一封信

诚邀高校毕业生
留厦来厦回厦就业创业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近日，市人社局发布致2023

届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信中诚邀2023届高校毕业生
留厦、来厦、回厦就业创业，并表示将当好就业创业毕业
生的坚实后盾，聚焦所思所忧所盼，推进政策服务聚力
增效，为大家就业扬帆暖心护航。

信中提醒，如果毕业生已落实工作单位，建议尽快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关注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若
已办理好入厦就业有关手续，本科及以上可申领1万至
8万元的一次性补贴、“五年五折租房补贴”等；若到我
市中小微企业就业可申请最高3000元的“岗位补贴”；
入职的企业也可以获得社保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
支持。若选择灵活就业，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
会保险，可获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补助支持。

如果毕业生正在寻找心仪的工作，建议关注“厦门
人才网”“i就业”“i海归”等平台，查找心仪的岗位信
息。9月底前，人社部门每周将至少举办1次专业性招
聘活动、每月至少举办1次综合性招聘活动，建议积极
关注参与。此外，毕业生还可以就近到当地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构或通过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
登记个人情况、求职意向和服务需求，市人社局将通过
电话、短信、上门等方式，提供岗位信息推荐、职业指导、
职业培训、就业见习等服务。若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
可享受每月2233元的就业见习补贴。

此外，如果毕业生正在或准备创业，建议关注“厦门
人社”微信公众号。我市将持续开展优秀创业项目资助
评选，给予3万至10万元项目资助，为毕业生搭建项目
展示的平台；如果有资金需求，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获
取启动资金；如果已成功创业3个月，可申请5000元的
一次性创业补贴；如有创业场地需求，可申请创业场地
补贴，也可申请入驻创业孵化基地，获取开业指导、项目
推介、孵化服务、场地支持等服务。

如果毕业生遇到侵权行为，可拨打劳动争议投诉举
报电话（0592-12333）反映，市人社局将第一时间予以
处理。

2023厦门人才服务月启动，诚邀全球英才来厦、留厦。图为我市发布“鹭育群贤 才涌厦门”全球高校引才育才
精品项目。 （本组图 市委组织部 提供）

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留学人才等共300
多人现场参加活动。

本报讯（文/图 记者 吴君宁
通讯员 刘秉佳）昨日下午，来自中
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厦门大学的
二十余名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山路，
参加由市委人才办指导，市科技
局、火炬高新区管委会、出入境管
理局主办的国际人才“留厦”文化
之旅——探寻中山路活动。他们
走进城记·中山路博物馆，探访周
围历史文化街区，体验独具特色的
厦门风情。

作为2023厦门人才服务月的
系列活动，此次深度体验、近距离
感受中山路的文化之旅活动，让外
国留学生们聆听历史回响，感受中
山路的“风云变幻”。

“刚来厦门的时候曾经来过中
山路，但直到今天才知道中山路不
只是一条商业街，还蕴含着这么丰
富的历史故事。”来自埃及的Doaa
和其他外国留学生们在参观完城
记·中山路博物馆后感叹。

该博物馆营建策展单位新格
文创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中山路
自厦门开埠以来就扮演着城市繁
荣的重要角色，其独特的建筑风格
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其被誉
为“厦门商业活化石”。在这里，同
学们知道了“Amoy”来自“厦门”的

闽南话发音，原来广为流传备受喜
爱的茶的英文“Tea”也是来自闽南
话；独具特色的“骑楼”，是为了方
便经商的人们开设店铺和居住。
参观完博物馆，走在唯一一条笔直
通向大海的中山路上，似乎又有了
新的体验。

留学生们还在中华街道思南
社区工作人员带领下走进“江夏
堂”。江夏堂是流传最广的一个黄
氏宗祠堂号。清末民初，数万名黄
氏子弟从这里出发前往海外讨生
活，如今江夏堂已成为黄氏后人回
大陆的落脚点。大家参观后纷纷
表示，此行使他们得以更深入地了
解厦门历史和文化，增进对这座美
丽城市的认知与情感。来自缅甸
的继清说，她小时候就听说过厦
门，现在真的来了，这里比想象中
更好！

此次活动的承办方厦门市外
国人才服务站、厦门软件产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去将持续举办相关活动，
加强与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等高
校对接，深入开展留学生就业创
业服务，吸引更多留学生项目落
地软件园一期国际留学人员创业
就业基地。

“这里比想象中更好！”
外国留学生探访中山路文化历史街区

▲留学生们参观江夏堂，
深入了解厦门历史和文
化。

◀留学生们走进城记·中
山路博物馆，感受中山路
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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