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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年年底，认证新重庆人才
2370余人，自配服务事项 44项，其中特色
服务 4项，提供旅游、公共交通、人才奖励
等服务3800余次，居区县第1位……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2024年，
大足区以推广应用“党建·渝才荟”为契
机，加快实施人才数字化服务机制改革，
通过不断完善人才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
了工作主动做、服务主动供、人才主动用，
有效解决人才服务痛点难点问题，营造了

“让人才在大足吃香”的聚才留才环境，20
余万名人才在大足找到了归属感、获得
感、幸福感。

配足“需求菜单”，让服务
项目更具“含金量”

“我家住大足城区，工作在双桥，过去
每天上下班都需要坐公交，来回公交费也
要花 12元。”28岁的苏梦月是 2021年《大
足区人才发展五年计划》引进的产业人
才，通过“渝才荟”应用她被认定为新重庆
人才F类人才，作为中汽院重庆汽车检测
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人才，今年可以凭人
才码免费乘坐公共交通，而在此之前每天
的工作通勤是她最大的烦恼。

事实上，同苏梦月一样有着通勤烦恼
的人才不在少数。由于“一中心四组团”
城市空间结构，大足的工业园区离中心城
区较远，其中中心城区距大足高新区23公
里，距双桥经开区 24公里，园区人才出行
不便，且成本较高。针对产业人才的出行
痛点，大足区不仅及时开通了多条公交专
线，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主动为
认定的人才免费提供公共交通出行服
务。据统计，该服务上线以来，已服务人
才达4.58万次。目前，“大足人才公交卡”
服务已率先实现“实体卡”与“人才码”互
通，人才可直接刷码乘车，属区县首例。

“大足‘人才码’太‘香’了，它为我们
在大足生活提供了不少绿色通道，不仅能
免费坐公交，还能免费游石刻、入住人才
驿站、做健康体检，又实用又贴心！”提到
大足人才服务，苏梦月兴奋地讲道。

2024年，大足区在配置好已有的73项
服务基础上，结合区内实际，对区县自配
的44项服务逐项研判优化，增加“申请类”
服务事项占比，不断提升服务项目的“含
金量”。同时，聚焦人才意向来足、引进初
创、发展壮大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诉
求，整合多方优势资源，通过财政补贴、购
买服务、企业自担等多种形式，配置大足
人才公交卡、大足石刻数字影院及观光车
等特色服务。据悉，自 2024年 4月“渝才
荟”应用上线推广以来，办理旅游交通出
行、人才奖励、健康体检等线上服务 718
次，居全市第3位。

“这次体检真是细致入微，医生不仅
专业，还非常有耐心！”近日，重庆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足石雕”代表性传
承人刘能风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医
院体验“健康体检”服务时说。在专家人
才VIP咨询室内，医师根据刘能风的身体
状况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健康体检套餐，
让他倍感温暖。

据悉，作为新重庆人才C类和大足区
委联系服务专家，像刘能风这样的高端人
才，不仅能在健康体检、住房、落户、子女
入学、交通出行、休假疗养等方面享受免
费或优惠优先政策，还能在经费资助、科
研攻关、人才项目等方面给予他们支持，
助推他们在大足转化重大科研成果、落地
重要项目。

多跨协同联动，让人才服
务“落地生花”

“作为重庆市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我
每个来探亲的亲朋好友都想一睹大足石刻
的真颜。”高境是重庆资源与环境学院的一
名教师，3年前，通过《大足区人才发展五年
计划》人才引进政策她从家乡山东潍坊来
到重庆大足，并在大足安家。作为F类人
才，她今年已多次通过“人才旅游服务”免
费陪同探亲的亲友参观大足石刻。“真的太
方便了，服务非常贴心，只需凭‘人才码’就
能轻松享受，不但门票免费，还能免费观看
8K球幕和 4K电影、乘坐旅游巴士和观光
车，省心又实惠。”高境说。

一个“人才码”，三张“免费票”（景区
门票、电影票、观光车票）。看似简单、便
捷的服务，背后却凝聚着大足区推动人才
服务数字化改革的决心和智慧。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渝才荟”
并无免票服务，这主要因为相关免费服务
的落地涉及到多家跨系统单位，一时难以
推进。为提升人才游览大足石刻的综合
体验感，大足区委人才办牵头成立服务专
班，深入到游客中心、景区内部开展调研
督导，收集了数十条需跨部门、跨系统、跨
区域解决的疑难问题，并召开相关联席会
议，经多方磋商，最终顺利解决了包括数
字影院门票售卖、人才核验、资金来源、应
用上线等在内的疑难问题。

不仅是旅游服务，入住人才驿站、办
理医疗服务、进行健康体检……几乎每一
项服务都需要多部门、多系统间打好配
合、形成组合。为此，大足区在改革中探
索出“部署—落实—评估—查漏—补缺—
反馈”工作闭环管理方式，通过出台相关
管理细则、制定服务部门“责任清单”、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调研督导评估效果等多
种方式，推动40余个服务部门和企业一体
推进、压实责任，形成改革合力，全面营造
了重才、爱才、惜才的良好氛围。据悉，截
至目前，大足区通过推动闭环管理，形成

改革合力，及时解决事项配置、机制保障、
市区联动、应用管理等方面的重点难点问
题20余个。

创新服务运行机制，让人
才零跑腿零等待

“以前为申请一项服务，找不到合适
的窗口，反复跑几个部门，浪费时间。”说
起过去的困扰，重庆北科工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总经理靳竹博士感慨万分，今年
年初，他在“大足时刻”人才服务专员的帮
助下，体验到了“首问接单”机制的便利。

过去，由于人才需求受理环节存在沟
通不畅、反复推诿等问题，不少人才在申
请相关服务时感到苦恼。2024年，大足区
整合人才服务队伍，组建“大足时刻”人才
服务专员队伍，并以此推出“首问接单”机
制，彻底改变了这一困境。

“服务专员不论来自哪个部门、负责什
么业务，只要人才提出需求，第一时间就会
接单并跟进处理。”大足区委人才办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首问接单”机制让人才的
需求能够快速、准确地流转至相关部门，避
免了人才在各个部门间反复跑动，真正实
现了“最多跑一次”的便捷目标。

不仅如此，“大足时刻”人才服务专员
还将全流程跟踪服务落地。从人才服务
的宣传推广，到服务过程中的引导帮助，
再到服务后的跟进反馈，都由服务专员负
责，确保人才需求得到及时响应和满足。

“通过专员的帮助，我从提出需求到体验
服务整个流程都很顺畅，不用担心遗漏或
耽误，真是省心省力。”靳竹说。

“同时，我们聚焦突发问题环节，建立
了人才服务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确保人才
的投诉意见和突发问题能够在最短时间
内得到解决。”有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
年国庆期间，有人才反映在法定节假日当
天无法享受免费服务，接到诉求后，大足
立刻启动了“快响”机制，服务专员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安抚专家情绪，并
根据问题的紧急程度迅速调整处理方
式。通过“服务专员—联络员—处置领导
小组值班领导”一对一上报制度，整个问
题在两小时内得到妥善处理，并让专家感
受到大足人才服务的高效与温度。

据悉，大足目前已配置“大足时刻”人
才服务专员77名，并通过建立“首问接单”

“全流程推广”和“快速响应处置”等多项
机制，让人才需求受理效率大幅提升，服
务满意度达到100%。

“未来，大足区还将紧扣数字重庆建
设，继续加大‘渝才荟’应用推广力度，深
入实施人才强区首位战略，加快推进人才
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机制改革，通过数字
化技术和手段为人才服务工作蓄势赋能，
持续提升各类专家人才在大足的幸福指
数。”大足区委人才办有关负责人说。

重庆C类人才、大足区委联系服务专家刘能风在大足人民医院体验“一对一”体检咨询服务。

以服务“聚能”让人才“吃香”
解锁大足人才数字化服务改革“成效密码”

大足为高层次人才开通“医疗绿色通道”。

大足开通人才旅游服务，可免费观光大足石刻景区、观看球幕及4K电影、乘坐旅游巴士。

大足城区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