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正：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

內地再掀人才爭奪戰
南京市委書記打廣告引才 上海擬實施海外獵頭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 從今年3月起，內地新一線城市嶄露頭角，杭州、武

漢、成都、西安、寧波、南京等20多個城市出台人才新政。經過兩個月

的發酵，近期，一線和部分「新一線」城市紛紛加碼政策利好，甚至由主

政官員親自上陣，為招賢「英雄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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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中新社、《南京日報》、新華社報道，
第十一屆中國留學人員南京國際交流與

合作大會（下文簡稱「留交會」）昨日召開，
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廣發「英雄帖」，對海內
外人才給予真金白銀的支持力度。

真金白銀給予補貼獎勵
在南京留交會現場，張敬華為南京「連續
加碼升級」的人才優惠政策打起了廣告，
「如果你來南京就業和創業……如果你在南
京開辦創新型企業……」，展示了該市針對
不同層次海內外人才的階梯型優惠政策。
記者注意到，這其中，對普通大學畢業生
無須就業就可落戶，還提供保障房等補貼；
對初創企業的優惠直接返還利稅並給予獎
勵；對新型研發機構的設立，按績效給予最
高500萬元（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615
萬元）的獎勵；面向科技服務業的天使投
資、創投企業，將最高給予1,500萬元（約
合港幣1,846萬元）獎勵……都是看得到的
「優惠」。
「政府真金白銀的獎勵對於初創企業和科
技機構來說，非常誘人。」攜帶一個醫療項
目前來參加南京留交會的劉翔告訴記者，自
己在歐洲留學工作了十幾年，幾年前回國創
業，期待能在南京落實自己的項目。
張敬華說，「今天，南京城中到處可見枝
繁葉茂、鬱鬱葱葱的梧桐樹，是南京的一張

靚麗城市名片。我們制定推介這些創新政
策，就是要栽下招才引智的『梧桐樹』，吸
引海內外廣大人才來南京創新創業，成為引
領新時代南京高質量發展的『金鳳凰』。」
根據相關規劃，南京每年畢業大學生約

20萬人，其中本科畢業生約14萬人，將成
為南京市主要吸引人才落戶的對象。

開展海外人才集中招聘
就在一天前，與江蘇比鄰的上海市發佈，

將實施海外獵頭工程，開展海外人才集中招
聘，同時還要形成梯度化享受市民待遇的人
才政策體系。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副局長余成斌在參加上海市政協提案專題座
談會時透露，上海將進一步優化海外人才管
理服務體系，實施海外獵頭工程，開展海外
人才集中招聘，發揮非政府組織在海外引才
中的積極作用。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
提升上海公共服務國際化水平。
余成斌公佈了一組數據，2013年至2017

年，上海共引進各類優秀人才211,299人，
其中直接落戶引進高端人才和緊缺急需人才
29,941人。以2017年為例，上海共引進各
類人才約6.2萬，平均年齡34歲。目前在滬
工作的外國人數量為 21.5 萬，佔全國的
23.7%，留學人員在滬創辦企業 5,000 餘
家，註冊資金近7.8億美元，居全國前列。
各地愈演愈烈的「搶人大戰」，也引發了

不少「冷思考」。中國工程院院士繆昌文提
醒，很多地區人才和創新項目的審核，往往
是外行審內行，「實際上，同行看人才，才

能看得更準確。」
「比如南京今年實行的舉薦制，就很好。

像『朋友圈』招人，無論是學術圈、企業

圈、創業圈，都是值得信任的『人才庫』，
值得挖掘。」南京工業大學校長喬旭也認
為，如何精準招才是下一步應關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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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帆
北京報道）由知名學者俞可平掛
帥負責的「中國城市治理創新
獎」於5月18日在北京大學啟
動。該項評獎活動擬每兩年舉辦
一次，評選產生10項「中國城
市治理創新獎」優勝者，以推動
中國城市治理現代化。北京大學
城市治理研究院周年慶典暨
「2018年中國城市治理創新論
壇」同日舉行。
俞可平是當代中國民主治理的

主要倡導者之一，曾任中共中央
編譯局副局長，現為北京大學講
席教授，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兼城市治理研
究院院長。他曾發起並主持持續16年的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在海內外產生
了廣泛影響。
俞可平在是次活動中宣佈，「中國城市

治理創新獎」申報和評選活動正式啟動。
他指出，城市創新和城市治理的現代化不
僅關係到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而且直接關
係到廣大城市居民的幸福生活。推動城市
治理創新，就是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中國城市治理創新獎」是北京大學城

市治理研究院「中國城市治理創新研究與
獎勵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發現並
鼓勵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在
城市治理創新中的優秀案例，以推廣先進
經驗，構建評估指標體系，推進中國城市
治理的現代化。
據介紹，「中國城市治理創新獎」是一項

專業獎、學術獎，秉持公益、獨立、學術和
公正的原則，嚴格按照科學的評估標準和評
估程序進行，每兩年舉辦一次，每次將評選
產生10項「中國城市治理創新獎」優勝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推動長江
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組長韓正17日主持
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會議，
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入推動長
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

審議有關文件，明確目標，分解任務，部
署下一階段重點工作。

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
韓正強調，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

策，是關係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在
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各有關部門
單位和沿江省市做了大量工作，長江經濟
帶發展成效顯著。下一步，要認真學習貫
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
黨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樹立「四個意
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持生態優
先、綠色發展，正確把握「五個關係」，
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
韓正表示，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
河，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離不開長江
的哺育。要進一步提高思想認識，堅持
問題導向，切實增強共抓大保護、不搞
大開發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必須從
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尊重自然、順
應自然、保護自然，讓母親河永葆生機
活力；必須貫徹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
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把修復長江生態
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不斷滿足人民日
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必須踐行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使長江
經濟帶成為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
生力軍。

建立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韓正表示，解決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

欠賬，最大的問題在水，水的問題根子

在岸上。要從整體上加強長江流域污染
防治，摸清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本底情
況，周密制定行動方案，建立負面清單
管理制度。要以持續改善長江水質為中
心，扎實推進水污染治理、水生態修
復、水資源保護「三水共治」。要以推
動航道區段標準統一、船舶標準統一、
港口碼頭管理統一、通關管理統一為重
點，打造黃金水道，發展鐵水、公水、
空鐵等多式聯運，加快構建綜合立體交
通走廊。要扎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積極推動發展動力轉換，加快建設
現代化經濟體系。
韓正強調，要按照中央統籌、省負總

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充分發揮各
有關部門單位和沿江省市的作用，形成推
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強大合力。要強化法治
保障，加強綜合執法，建立健全跨部門、
跨區域執法協作機制，堅持鐵腕治江，形
成對環境違法行為的強大震懾。要咬定目
標、埋頭苦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
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作出
新的貢獻。
李強、陳敏爾、肖捷、何立峰和推動長
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成員、領導小組辦
公室以及有關部門單位負責同志參加會
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新館增設的基本陳列內容「國際公
約牆」昨日正式面向公眾開放。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是侵華

日軍策劃、組織和實施細菌戰爭
的核心機構，是歷史上規模最大
的細菌武器研製的大本營，是發
動細菌戰爭的策源地。七三一舊
址是同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
並存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紀念
地。
據陳列館工作人員介紹，第七三

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新館尾廳的「國
際公約牆」長30米，高10米。侵
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新
館將國際上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簽
署的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法規和條
約的內容，以鈦金材質的方塊字形
式懸掛在牆體上，標題為「禁止使
用生化武器國際公約」，公約內容
自1899年簽署於荷蘭海牙的《禁止
使用專用於散佈窒息性或有毒氣體
的投射物宣言》開始，一直延續到
簽署於1949年的瑞士日內瓦《關於
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總
計1,413個字，幾乎囊括了二十世
紀初至40年代世界各國簽署的所有
關於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國際公
約。
新館尾廳總體展覽空間為800平

方米，目前只展有三件文物，分
別為一塊七三一舊址焚屍爐遺址
採集的耐火磚、七三一部隊使用
過的手術刀以及帶有七三一部隊
印章的醫學書籍。本次「國際公
約牆」的增設在整體上將與展廳
中央的三件文物形成襯托，留給
觀眾關於戰爭與醫學、戰爭與倫
理、戰爭與法律以及戰爭與人性
的思考空間。
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新館自

開放起，現已累計接待觀眾超過
320萬人次。目前，「七三一部隊
證言牆」也在施工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日
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開展工
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試點的通
知》（以下簡稱《通知》），決定在
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
瀋陽市、大連市、南京市、廈門市、
武漢市、廣州市、深圳市、成都市、
貴陽市、渭南市、延安市和浙江省開
展試點。
《通知》要求2018年，試點地區建
成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框架和管理
系統，審批時間壓減一半以上。2019
年，在全國範圍開展工程建設項目審
批制度改革，上半年將審批時間壓減
至120個工作日。2020年，基本建成
全國統一的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和管理
體系。
《通知》明確了以下主要改革內
容。
統一審批流程。按照工程建設程序
將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流程主要劃分為
四個階段，相關審批事項歸入相應階
段。每個審批階段確定一家牽頭部
門，實行並聯審批、限時辦結。根據
工程建設項目類型、投資類別、規模

大小等，實施分類管理。
精簡審批環節。一是「減」，取消

不合法、不合理、不必要的審批事項
和前置條件。二是「放」，擴大下放
或委託下級機關審批的事項範圍。三
是「併」，合併管理內容相近的審批
事項，推行聯合勘驗、聯合測繪、聯
合審圖、聯合驗收等。四是「轉」，
轉變管理方式，推行告知承諾制。五
是「調」，完善相應制度設計，讓審
批時序更加符合工作實際。
完善審批體系。一是以「一張藍

圖」為基礎，統籌協調各部門提出項
目建設條件。二是以「一個系統」實
施統一管理，所有審批都在工程建設
項目審批管理信息系統上實施。三是
以「一個窗口」提供綜合服務和管
理。四是用「一張表單」整合申報材
料，完成多項審批。五是以「一套機
制」規範審批運行。
強化監督管理。加強事中事後監

管，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建立健全監
管體系。構建聯合懲戒機制，加強信
用體系建設。規範中介和市政公用服
務，建立健全市場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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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新館尾廳的「國際
公約牆」長30米，高10米。

香港文匯報哈爾濱傳真

■俞可平宣佈「中國城市治理創新獎」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帆 攝

國務院：圈定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試點

■韓正17日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會議，明確目標，分解任務，部
署下一階段重點工作。 網上圖片

北大啟動「中國城市治理創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