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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让更多人才脱颖而出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执法总队举行揭牌仪式

近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
政府特殊津贴制度高层次高技能
人才座谈会。总理说，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人才，依
靠勤劳智慧的人民群众。中国这样
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现
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面
临很多困难挑战。但发挥好我们丰
富的人力人才资源优势，就能汇聚
成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

李克强说：“要尊重科学、坚
持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博采众
长，爱才惜才、不拘一格选拔和使
用人才，推动形成人才辈出、拔尖
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局面。”

实行特殊津贴制度，就是表
明党和国家政策的一个导向

“实行特殊津贴制度，就是表
明党和国家政策的一个导向：尊
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李
克强会上表示。

始于 1990 年的政府特殊津
贴制度，意在体现党和国家对高
级专家的关心和爱护，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
社会风气。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教授、
中科院院士张继平回忆说，1992
年他首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时，
每个月的津贴金额是100元。“当
时我一个月工资也就不到 200

元，津贴都超过工资的一半了，对
我们来说是个重奖。”张继平说。

李克强表示，政府特殊津贴
是唯一以国务院名义发放的津
贴。“改革开放后，尊重科学、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已经成为全社会
的共识，但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
知识分子生活贡献和待遇不相匹
配的问题，因此有了政府特殊津
贴这项党和国家尊重、关心、支持
人才的重要制度安排。”他说。

“事实证明，这项制度安排对
知识分子和各类拔尖人才的确起
到很大的激励作用。”总理说。

政府特殊津贴制度建立以
来，截至 2020 年底共选拔 22 批

18.7 万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享
受特殊津贴。李克强对广大特贴
人才创新求实，为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等作出
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

“现在看来，这一制度安排，
精神激励远大于物质激励。但它
有力推动广大科研人员和高技能
人才发挥才干、积极投身国家建
设和发展。”总理说。

李克强说，新形势下，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制度，汇
聚各方智慧和力量，推动高质量
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既要实事求是发扬科学精
神，又要精益求精弘扬工匠精神

当天受邀参会发言的，不仅
有从事数学、历史和医学研究的高
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也有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代表。

来自北京公交保修分公司的
王翀，26 年前职高毕业后，干过
钣金工、修过汽车底盘和发动机，

如今已经是一名重点开展汽车专
业技术培训的高级技师。另一位
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的李培，30年扎根农业植物
资源保护，从“门外汉”的临时工，
成长为一名高级技师。

李克强强调，中国的科学技
术发展到今天，基础研究和专业
技能两头都需要突破。“我们既要
实事求是发扬科学精神，又要精
益求精弘扬工匠精神。”他说。

总理说，人才培养必须要注
重加强基本功训练。中国社会科
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发
言后，总理对他说：“你曾是社科院
简帛研究中心主任，简帛承载着中
国古代文字，而这些古老的文字，
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根基。”

李克强说：“现在学习中国历
史，虽然未必需要像古代那样穷
经皓首，但仍需要大量阅读文史
经典。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光大，必须踏踏实实深入研
究、一步一步打牢基础。”他要
求，既要重视学习掌握基础知识
和理论，研读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经典，加大对坐冷板凳、

“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和“长
线”研究的支持，又要重视产品
和服务质量精工细作，培养更多
大国工匠。

“今后政府特殊津贴要向这
两方面倾斜，要在全社会弘扬科
学精神、工匠精神、专业精神，造
就更多精益求精、技艺精湛的技
能人才。”总理说。

青年人有希望，社会就有活力
李克强特别强调，要完善和

优化特贴制度，更好发挥导向作
用，激励更多人争相成才、人尽其
才。政府要大力营造各类人才施

展才能的氛围。
“经济社会发展既要有良好

的营商环境，也要有有利于人才成
长和发挥作用的环境。”总理说，

“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教育
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破除各种
不合理限制，使科研团队有更大自
主权，使各类人才心无旁骛潜心
研究、专心致志钻研技能。”

他说，优化政策环境不仅要
面向科研人员和专业技能人才，
同时要面向 14 亿人的大众。“普
通人有上上智，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这是中华民族的活力、韧
性之所在。”

针对国家癌症中心研究员吴
晨建议，给青年科技人员创造更
多挑大梁的机会、鼓励科研人员
开展国际交流。李克强明确表示，
要创新“揭榜挂帅”等新型科研项
目组织管理方式，对能干事、干成
事的人才给平台、给荣誉、给激
励。要支持更多优秀青年在重大
科研任务中挑大梁，促进他们在
科研黄金阶段多出成果。

“青年人才最具创新潜能，青
年人有希望，社会就有活力。”总
理说，“得到津贴的同志要着力激
励后进。老一辈科学家和高技能
人才要有奖掖后学、甘当人梯的
精神，为年轻人成才拓展空间。”

他强调，要推动国际交流合
作，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
果，在互利共赢中提升创新创造
能力。

李克强最后表示：“希望全社
会共同营造崇尚人才发展的良好
氛围，让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成为一种时代风尚，激发
每个人的活力和潜力，让社会创
造力蓬勃迸发。”

根据市委、市政府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总
体部署，经市委编委同意，上海市劳动保障监察总
队更名为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执法总队，
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所属行政执法机构，以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名义统一执法。

日前，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障监察
局局长李新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赵永峰共同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执法总
队揭牌。

李新旺局长在讲话中对本市劳动保障监察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局执法总队在更名后继
续保持良好状态，用崭新的精神面貌、扎实的工作
作风、过硬的业务本领，切实提升执法效率和监管
水平，为人社领域综合行政执法贡献新的智慧与
力量。

赵永峰局长在致辞中指出，改革之后，局执法
总队将迈入综合执法的全新阶段，职能权限覆盖了
人社各个条线的全部执法事项，要准确识变、科学
应变、主动求变。希望局执法总队以改革为突破、以
更名为契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上海人

社领域综合行政执法的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建
党100周年。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谈琳和局执法
总队全体同志、各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主要负责人、
自贸区综合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揭牌仪式。

在揭牌仪式上，局执法总队代表庄严宣誓，展
现了行政执法队伍的斗志与风采，以高度的历史责
任感和崭新的精神面貌，推动本市人社系统的行政
执法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根据《上海市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上海市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持续深化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行动方案》，市人社局聚焦提升
便企营商服务能力，优化人才生态，提升服务能效三
个方面提出《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优化
营商环境十二条举措》（以下简称《十二条举措》），为
本市企业送上了一份政策“大礼包”。

对标评价，持续提升便企营商服务能力
《十二条举措》提出：依托“一窗通”平台，为企业

办理员工就业参保登记提供便利；依托“一网通办”平
台，不断提升人社领域数字化服务能力；大力推进社
会保险缴费便利化改革，提升为市场主体服务水平；
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助力企业高速优质发展。

以人为本，持续优化“近悦远来”人才生态
《十二条举措》提出：全新发布上海公共招聘新平

台，线上线下双发力，高效促进人岗匹配；全面优化人
才引进业务经办，加快办理速度，提升人才感受度；全
力打造“留·在上海”经典留学人才品牌，吸引更多留
学人员团队与青年才俊来沪创新创业；全面实施“互
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
技能人才培训新模式。

提质增效，持续深化人社领域改革创新
《十二条举措》提出：高效推进2021年“一件事”，

即优化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业务流程，同时新增企
业招用员工（稳就业）“一件事”；探索建立针对民营企
业的职称评审机构，加强职称申报受理服务体系建
设；进一步健全调解仲裁机制，通过实施调解组织代
收申请文书，探索设立仲裁巡回庭等方式，实现便民
高效再升级；巩固深化“两个免于提交”，即本市政府
部门核发的材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能够提供电
子证照的，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实体证照，不断提升
人社政务服务办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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