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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财经

红动中国

财经速递

扶持加力加码英才近悦远来
□黄怀杨鸿杏

□王品达

今年使全球经济深受困扰的

供应链危机近期出现了一定程度

的缓解迹象。全球货运价格过去

两周有所下降，港口拥堵略有减

轻，东南亚的许多工厂也随着疫

情缓解而恢复运作。

首先是货运价格的下降。目

前全球海上运输价格虽然仍是疫

情暴发前的 6倍以上，但与今年

9 月的高峰相比已经有所回落。

11 月 5 日至 12 日，将一个集装

箱从东亚运往美国西海岸的价格

下降了超过 20%，从 18730 美元

跌至 14885 美元，随后一周又略

微下跌至 14185 美元。综合全球

各条海运路线的价格指数也连续

两周下降。

重要港口的拥堵状况也至少

不再迅速恶化，有的还稍微有所

缓解。11 月 19 日，美国西海岸的

洛杉矶和长滩两大港口有 71 艘

货船等待卸货，比三天前的纪录

86 艘有所下降。

货运和零售业预计，美国港

口积压的船只将于 2022 年初清

零，港口拥堵也将随之结束。届

时，始于今年末的美国假日购物

季将结束，随之而来的农历春节

期间亚洲许多工厂也会停工，有

望从供需两端减轻货运的压力，

为结束港口拥堵争取时间。

另外，随着全球多个地区疫

情近期缓解，此前受到扰乱的工

业生产也逐渐恢复，助推了供应

链危机的缓解。9 月至今，除了

欧洲疫情迅速恶化之外，北美、

南美、亚洲、非洲的确诊病例均

呈下降趋势。这使得今年夏天

德尔塔毒株对供应链的影响部

分消退。

供应链危机近期虽有缓解，

但离恢复正常还差得很远。东亚

到美国西海岸的货运价格仍是疫

情前的数倍。而美国洛杉矶和长

滩港口的拥堵虽有减轻，但疫情

前是几乎从不拥堵的。另外，近几

个月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越

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都出现了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可能也会对

供应链有着持久的影响。

可以看出，疫情形势仍是供应

链乃至全球经济的指挥棒。全球供

应链危机要想完全消退，恐怕也要

等到新冠大流行结束。

（《界面新闻》报道）

“厦门造”智慧公交系统落地不丹
厦门同款公交刷卡机

近日亮相不丹首都廷布的

公交车，在“厦门造”智慧公

交的助力下，当地市民不仅

可刷卡乘坐公交车，还可以

通过手机 App 查看公交车

实时位置和到站时间。这也

是该国首个智慧公交系统。

上述智慧公交系统由

厦门软件园企业蓝斯股份

研发，包含全支付刷卡系

统及智能调度系统。据蓝

斯股份董事长林升元介

绍，为避免产品“水土不

服”，公司与当地公交公司

深度合作、紧密配合，确保

智慧公交系统适配公交公

司的管理现状、语言环境

以及人员技术水平。而随

着智慧公交系统的启用，

不丹当地的公共交通体系

也将朝更智能化、便捷化

的方向发展。

作为华为在中国以及

海外智能公交整体解决方

案重要合作伙伴，蓝斯股

份近年来通过与华为的深

度合作“借船出海”，加速

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

厦门W酒店开业
被誉为全球时尚酒店

风向标的W酒店，近日在

厦门开出中国第九家分号，

也是福建首家，业主方为宝

龙集团。厦门W酒店毗邻

宝龙一城购物中心，室内设

计由全球第一酒店设计公

司HBA完成。

据了解，W 酒店是万

豪国际集团旗下自带顶级

流量的现代奢华生活方式

潮牌，素以高颜值、融合当

地文化的独特设计灵感著

称。厦门W酒店的设计保

持了其一贯的“潮”，同时

以鹭岛的闽南传统文化元

素为设计灵感，将“音乐花

园”作为室内设计的主题。

酒店 293 间客房设计则巧

妙糅入滨海城市的独特元

素，特色墙面运用数字艺

术，将厦门的热带自然风情

用RGB红绿蓝艺术灯光来

呈现，设备控制板和咖啡桌

也融入传统习俗“博饼”的

灵感，增添趣味性。

成长型中小企业可享贴息补助
近日，厦门市工信局制

定《厦门市成长型中小企业

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简称

“暂行办法”），促进厦门中

小企业持续平稳经营，扶持

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暂行办法将于明年

起正式施行。

据悉，中小微企业被比

作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在

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与社会和谐稳定

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暂行办法所称的成长型

中小企业，是指在厦门市辖

区注册登记的，具有一定规

模且最近两个年度营业收

入具有一定增长的中小企

业。当年认定的市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首次纳入

“小升规”工业和软件企业可

直接认定为成长型中小企业。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

力的重要指标，要为各类人才搭建

干事创业的平台，让事业激励人

才，让人才成就事业。

靠人才赢得未来。厦门坚持

“人才强市”战略，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报告中明确提出，“集中力量解

决好人才住房、子女教育等痛点问

题，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

环境，让更多千里马在厦门这方热

土上竞相奔腾、建功立业。”彰显了

厦门以“人才优先发展”策略打造

特区人才高地的决心。

聚焦人才服务保障、聚焦壮大

人才方阵、聚焦人才成长空间，厦

门正努力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

生态，为人才的引进、留住、成长，

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更多施展才

华的平台、更大的自我成长空间，

让有用之才高兴地来、舒心地留、

快乐地工作生活。

让人才高兴地来
搭建人才引进“快车道”
杨为戈是复旦大学附属厦门

中山医院乳腺中心副主任、普外科

副主任医师。2020 年通过柔性引才

方式，杨为戈来到厦门，成为常驻

厦门医院的专家。他的到来吸引了

来自海南、浙江甚至黑龙江的患者

慕名前来就诊，还帮助医院组建起

一支以厦门本地医生为主的甲乳

学科领域高水平医疗团队。

“厦门加快建设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通

过柔性引才的方式，让我们这些奔

波于沪厦两地的‘飞鸟’有了栖身

之地。”杨为戈说，“不少上海医护

在结束四年服务期后，选择继续留

在厦门。”

2019 年，厦门就在全省率先出

台实施了柔性引才专项激励政策，

鼓励企业采取“飞地引才”、短期兼

职等方式引进各类人才。

此外，为更好地引进聚集高端

人才，厦门优化升级“双百计划”，

重点扶持各区和招商部门推荐的

重点招商项目，根据项目发展情

况，扶持资金最高可至 500 万元，

市区扶持金额最高可达 1000 万

元以上。在厦门科学城、嘉庚创新

实验室、生物制品省创新实验室

等重大人才平台建设的过程中，

厦门不断搭建人才引进“快速通

道”，为重点项目、招商项目快速落

地架桥铺路。

让人才快乐工作
聚焦体制机制改革激发

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人才成长环境是吸引人才干

事创业的根本。厦门将体制机制改

革作为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

首要之举，破除人才使用、评价、激

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优

化人才成长生态。

厦门航空维修产业从业人员

有上万人，此前国内航空维修人才

职称评审一直都没有专门的标准，

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从业人员的专

业提升，也不利于产业发展。2017

年，厦门市出台了《厦门市航空维

修产业职称改革试点(厦门自贸片

区)工作实施方案》，让航空维修产

业职称评审标准更具针对性，让谁

是人才由市场和企业说了算。

厦门新科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经理胡翔从事航空维修业多

年，“航空维修职称改革，让职称评

定有了更加明确的标准，更符合行

业特点，与我们的工作也更加匹

配。”胡翔说，现在每年都有大量企

业工程师报名参评职称，极大地调

动了大家钻研业务、提升技术的积

极性。

厦门目前聚集了 16 家专业航

空维修产业企业，形成了国内最大

的“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近年来

厦门航空维修业平均产值超百亿

元，最高时达 140 多亿元，产值约

占国内市场的四分之一。

2017 年起，厦门率先在福建省

开展职称评审改革，目前，已经在

生物医药、航空维修、物联网、智能

输配电、大数据等 6 个行业领域，

授权行业协会、领军企业和科研机

构等进行评审，推动行业主体自主

评价人才总量超 2000 人。航空维

修产业职称评审改革案例入选国

务院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获得

《工人日报》头版报道。

让人才舒心留“厦”
做好人才服务保障构建

“一揽子”服务体系
美亚柏科执行总裁周成祖是

福建省 B 类高层次人才，他的“二

宝”今年 9 月读幼儿园小班。临近

开学，孩子的上学问题却尚未落

定。作为思明区企业推荐评选的

人才，能否在湖里区享受子女择

校政策，周成祖自己心里也没有

底。

通过人才工作联络员座谈会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厦门市委组

织部特事特办，根据厦门市高层

次人才子女择校政策，协调思明

区、湖里区和市教育局快速落实，

只用两天就解决了问题，让孩子

就读了家附近的省优公办幼儿

园———新景幼儿园。“厦门关心关

爱人才，非常高效地帮助人才解

决后顾之忧，让人才能够安心留

厦，快乐地工作生活。”周成祖深

有感触地说。

留住人才，就是要让人才把家

搬来，扎扎实实、安安心心地扎根

在此。为了解决人才工作生活中可

能遇到的“一揽子”问题，厦门不仅

出台了“白鹭英才卡”服务体系，提

供 39 项服务内容，还于今年 7 月

推出“留厦六条”措施，集中力量解

决好人才住房、子女教育、配偶安

置等问题，让人才“无忧留厦”。此

外，专门成立人才工作联络员队

伍，覆盖全市 181 家重点企事业单

位 184 位人才工作者，及时搜集解

决人才企业在服务人才中遇到的

疑难杂症，将人才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走稳、走好。

安居住房方面，人才可以市场

价 45%的价格申购 100-200 平方

米人才住房。推动新就业大学生等

青年群体享受“五年内五折租房”

等优惠，今年推出各类房源近 8000

套。

配套服务方面，聚焦人才个人

及家庭未来发展，分层分级统筹安

排人才子女到公办学校就读，为新

引进到厦门市的高层次人才和全

日制博士解决其异地配偶安置问

题。扩大医疗保健覆盖人才范围，

将个税奖励受惠面拓展至全市所

有 B类以上高层次人才，服务人才

安心留厦创新创业。

与此同时，加码留厦补贴，将

毕业生补贴提高至博士 8 万元、硕

士 5 万元、“双一流”及世界 200 强

高校本科 3 万元、其他应届本科生

1 万元，补贴力度达全国同类城市

领先水平。 （《厦门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