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报对象须同时具备四项条件

——具有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学历或全日制预备
技师（技师）。

——与企业签订 3年
（含）以上劳动合同，正常
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或个人
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

——本人专业与所在
岗位匹配，且专业符合当
年度《郑州市重点产业
急需紧缺人才需求指导
目录》。

——全日制博士、硕
士毕业生年龄分别不超过
45周岁、40周岁，全日制本

科毕业生或全日制预备技
师（技师）年龄不超过35周
岁（以当年度 1月 1日为年
龄计算截止日期）。

细则指出，在企业关
键技术或管理岗位工作，
拥有国家发明专利（排名
前三）；副高级以上职称、
在企业取得的技师以上职
业资格；市厅级以上人才
荣誉获得者；市厅级以上
研发平台负责人；承担市
级以上科研项目等，上述
条件具备其一，可不受年
龄和学历限制。

申报企业须为在郑州市注册，具有法人
资格，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在郑州市纳
税，且同时符合两项条件

——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规模以上企业或人才
企业（特指郑州市创新创
业团队项目带头人、郑州
市高层次人才等市级人才
计划入选者创办的企业）。

——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重点面向电子信息、
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新
一代信息技术、汽车与高

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含
传统产业高端材料）、生
物医药、现代食品制造、
家居与服装、新能源、节
能环保、人工智能、5G、商
贸物流、文化创意、现代
金融、现代农业、科技服
务等郑州市优势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
务业领域。

■解读八

培养对象按两个层次选拔

“名”星计划
培育100名专家2000名骨干

郑州引才“划重点”
““名名””星计划打造名师名医名家星计划打造名师名医名家

4月26日，郑州发布《郑州市名师名医名家支持专
项实施细则》，面向教育、医疗卫生、人文社科、文化艺术
等领域，从市属企事业单位的优秀中青年人才中选拔培
养对象。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战龙

“能力素质，占20%权重；紧缺指数，占40%权重；
薪酬水平，占40%权重。”4月26日出台的《郑州市重点
产业急需紧缺人才认定实施细则》明确，郑州市重点产业
急需紧缺人才评选采取积分认定制，附加分每人累计不
超过20分。被认定为郑州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根
据积分情况，分别给予5万元至10万元的薪酬补贴。

细则明晰了郑州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的育才目
标，3年内资助2000名左右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
在郑州重点产业企业工作，符合郑州急需紧缺专业，从事
企业核心业务，能够为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战龙

■解读九

第一层次：选拔 100名
左右具有较强成长潜力、引
领专业学科发展的中青年
人才进行重点培养，支持成
长为省级、国家级专家。

第二层次：培育 2000
名左右具有较高学术技术
水平，能支撑我市学科建
设、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
中青年骨干人才。

细则明确规定，培养对
象应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祖
国，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
德，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突
出，在郑州市属企事业单位
连续工作5年以上。

第一层次培养对象一
般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
学位，年龄在50周岁以下。

第二层次培养对象一
般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
（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
硕士及以上学历，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具体条件
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会同市直行业主管部门
制定。

已按照有关政策认定
为郑州市高层次人才或入
选国家、河南省人才支持项
目的专家，不重复申报。不
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
企事业单位领导，公务员及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选拔
培养范围。

第一层次培养对象培
养期原则上为 3年，采取
“一人一案”、个性化定制
的方式培养。培养期内给
予每个培养对象最高 20万
元标准经费资助，按 6∶4比
例分两期拨付至培养对象
所在单位。第一期培养资
金于培养对象确定后及时
拨付，第二期依据考核结
果拨付。

第二层次培养对象依
托项目进行培育。培育项
目通过广泛征集、专家评
估的方式确定，列入年度
计划。培育项目分为示范
类、重点类、常规类等三
类。示范类项目每期给予
不超过 30万元经费资助，
重点类项目每期给予不超
过 15万元经费资助，常规
类项目每期给予不超过 5
万元经费资助。

培养对象实行培养期
内考核和动态管理，考核结
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3
个等次，作为对培养人选激
励、资助和核定是否达到培
养目标的重要依据。对考
核结果不合格的，停止拨付
培养经费，不再享受有关优
惠政策。

“划重点”
3年资助2000名紧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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