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4 年市政协提案第 2024169 号的主
办意见

尊敬的周璇委员：

《以“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助力产业帮扶，树福田“百

千万工程”对口帮扶新典范》收悉，非常感谢周璇委员对福

田区“百千万工程”对口帮扶工作的关心，您的建议对福田

区做好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现将有关情

况回复如下：

一、福田区人才帮扶的工作情况

根据省委、省政府安排，按照“市统筹、县协同”原则，

福田区积极与惠州博罗县、潮州湘桥区、河源和平县建立结

对关系。在全方位协同合作中，福田区通过就业服务、技能

服务和关爱服务等方面加强对口帮扶地区劳务协作，累计帮

助农村劳动力就业 9394 人，脱贫人口就业 8098 人；帮助农

村劳动力转移广东就业 5734 人，帮助脱贫人口转移广东就

业 5142 人。

（一）“共联共建”人才资源桥梁，深圳市首个对口帮

扶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落户”

人兴则业兴，业兴则乡兴。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是推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2024 年年初，深

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福田区在潮州市湘桥区联合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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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圳市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潮州市湘桥区站点”授牌仪

式。这是深圳在对口帮扶地区设立的首家乡村振兴技能工作

站，通过搭建深圳福田和潮州湘桥职业技能培训共联共建平

台，帮助湘桥强化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潮州菜师傅阶梯

人才队伍建设，助力对口产业发展。

今年 6 月，湘桥区副区长邱奕敏带队率湘桥区人社局等

一行，到福田区开展座谈交流，双方对就业职建工作、2024

年“百千万乡土人才工程”潮州菜职业技能竞赛等事项深入

沟通交流。期间，湘桥区一行还前往圳兴乡村（福田）帮扶

服务中心参观数字化大厅以及农产品展销区，深入了解帮扶

中心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并就进一步深化两地消

费帮扶等进行对接洽谈。在 2024 年“百千万乡土人才工程”

潮州菜职业技能竞赛筹备期间，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福田区联合深圳的社会力量，把深圳丰富的办赛模式和

办赛经验带到湘桥，为大赛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

保障。

（二）“以赛为媒”促就业强产业，福湘携手助推“粤

菜师傅”工程高质量发展

为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工程，助力潮州市乡村振兴发

展，7 月 5 日，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潮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福田区与潮州市湘桥区联合主办

2024 年“百千万乡土人才工程”潮州菜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

在潮州市成功举行。大赛活动既帮助潮州当地挖掘、选拔、

培养出一批潮菜人才，现场促成了一批获奖选手与用人单位



签约，以比赛促进就业，又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对技能人

才的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激励更多乡土人

才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在大赛闭幕式上，深圳报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湘桥区

乡村振兴局、潮丸工厂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协调推进结对

帮扶协作。深圳报业电商将精选潮州特色农产品进入深圳市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促进中心，助力潮州特色农产品畅销大湾

区；同时双方携手打造“文旅+党建+乡村振兴路线”，推动

深圳与潮州文旅的融合发展，丰富旅游产业要素，把文旅振

兴镶嵌在供给链条上。在大赛现场，深圳市紫元元公益慈善

基金会向潮州市湘桥区慈善总会捐赠了定向用于湘桥区人

才培养的 10 万元慈善资金，助力湘桥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三）“按需赋能”开展技能培训，为对口帮扶地区乡

村振兴注入发展新动能

今年以来，深圳市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潮州市湘桥区站

点陆续开展了乡村厨师赛前培训等多场技能培训，持续提升

学员技能水平，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助力潮州乡村振兴。

为挖掘当地行业需求，帮助湘桥区挖掘培育本土乡村特

色品牌，深圳市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潮州市湘桥区站点联合

湘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多次走访当地陶瓷、粤菜等行

业企业开展调研，对湘桥区辖下现有 5 个街道、4 个镇基本

实现走访调研全覆盖。调研队伍在走访过程中对当地行业人



才培养需求、人才需求现状进行摸底，了解到传统行业对于

新媒体电商人才培养和新媒体技能培训的迫切需求，并聚焦

当地需求制定了下半年的工作方向和工作计划。

为深入推动当地陶瓷、食品、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

升级，缓解传统行业新媒体技能人才缺失的困境，7 月 4 日，

深圳市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潮州市湘桥区站点开展了“新媒

体助力乡村振兴”培训课程，邀请全国知名头部互联网品牌

“交个朋友”深圳联合创始人王铭伟校长为湘桥学员分享当

前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指导 40 名来自湘桥本土企业和基层

的青年职工如何用好新媒体工具和平台，依托潮州深厚的历

史文化和湘桥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区域优势，挖掘本土

文化和本土企业的特色，帮助传统企业踏上互联网新媒体的

快车道，实现数字化转型。

（四）“多措并举”开展教育卫健协作，为对口帮扶地

区乡村振兴提供“福田经验”

一是持续强化教育帮扶。针对各帮扶及协作地教学需求，

福田区 2024 年上半年共选派 58 名骨干教师分赴西藏林芝、

新疆喀什及塔县、广西南宁市上林马山隆安三县、肇庆市广

宁县、河源和平县、惠州博罗县、深汕小漠镇、汕尾陆河县

11 地开展支教，含校领导、中层及骨干教师，覆盖不同学科。

支教教师积极协助支教县区及学校规范和优化学校管理、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助力教师成长。持续推进 84 所结对学校

和 7 所幼儿园与 13 地的结对学校及幼儿园开展结对活动。

上半年累计投入近 1500 万元。同时推进与帮扶及协作地区



的课题共建、工作室建设及学生交流等活动。在理念输出、

资源共享和质量提升等方面合作共建，积极推动两地学校基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是加强卫健协作。积极对接潮州湘桥区、惠州博罗县、

河源和平县，主动了解对口帮扶地区医疗事业发展实际困难，

促进对口帮扶地区医院诊疗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2024 年上

半年共接收 7 名医疗卫生人员至区属医院开展跟岗锻炼；推

进区属医院涉疫固定资产捐赠进度，拟向捐赠原值 402 多万

的固定资产（博罗 237 万、河源和平 165 万），含呼吸机（有

创）及快速核酸分析仪等。

二、关于代表建议的回复

（一）关于“持续做强福田自身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增量，

实现城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回复

福田区将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及部署，一是探索扩大境外

专业人士便利执业范围，争取上级部门支持，推荐本行业条

件成熟的职业资格，争取国家、省市支持，提高港澳金融、

法律、会计和咨询等服务业专业人才在福田执业便利度。二

是落实《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在深

圳园区推行“白名单”制专业资格管理便利化政策，支持“白

名单”内具有港澳职业资格人士经备案后直接提供专业服务

的要求，形成河套合作区专版便利执业认可“白名单”和视

同职称认可目录，推动福田区生产性服务业境外职业资格纳

入视同职称认可。三是做好人才合作帮扶项目等的宣传联络

工作，向行业人才广泛宣传当地相关机构聘任智库专家等项



目，配合做好人才评定及推荐，持续做好各人才项目、人才

政策的宣传工作。

（二）关于“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帮扶’典范模式，

实现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回复

1.关于“人才培养帮扶”的建议回复

福田区将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及部署，一是持续依托潮州

市湘桥区设立乡村振兴技能工作站站点，强化市区联动、区

域协调、产业协同，联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技能人才交流、

职业技能大赛等方式，与潮州市湘桥区共同搭建技能人才成

长平台，持续为对口帮扶地区“造血”赋能。二是与福田区

律工委组织对口帮扶地区律所及律师到深圳开展培训，为当

地培养优秀法律人才。三是以会计行业发展趋势为导向，联

合区会计学会开展会计相关专业知识培训，面授与网络培训

相结合，扩大培训范围，支持对口帮扶地区会计人才参与培

训及业务交流。

2.关于“人才交流帮扶”的建议回复

福田区将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及部署，与福田区律工委组

织福田辖区律所及优秀律师代表到对口帮扶地区与当地律

所及律师进行学习交流活动，为当地法律人才培养提供意见

和建议。

3.关于“数字转型帮扶”的建议回复

福田区将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及部署，一是助推对口帮扶

地区政务数字化升级，组织福田数字企业前往对口帮扶地区，

将福田区一件事一次办、免申即享、视频办、跨域通办等政



务服务数字化成功经验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民意速办等政

府数字化转型成果经验推介到对口帮扶地区。引荐福田数字

企业参与对口帮扶地区的政务数字化建设及政府采购招标。

基于“i 福田”微信小程序开发“百千万高质量发展工程”

生态农旅直销专区，推广对口帮扶地区符合条件的产品至少

10 种，宣传覆盖至少 5 万人。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解

读、网络风险防范措施、纵深防御体系建设等政务网络安全

培训。二是组织系列讲座，为对口帮扶地区提供网络安全培

训服务，提高服务区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员工网络安

全意识。三是开展攻防演练，联合对口帮扶地区政数部门组

织实战攻防演练活动，通过实战检验网络安全防护情况，根

据攻防情况，提供专业的渗透测试报告及整改加固建议，同

时输出经验和协助建立完善制度，提高服务区县网络安全实

战能力。四是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定期相互学习并举行网络

安全研讨会，为对口帮扶地区智慧城市及数字政府建设提供

高质量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能力，提供安全事件应急处置专

家库和远程支持。

4.关于“招商人才帮扶”的建议回复

福田区将结合对口帮扶地区资源禀赋，加快组建专业化

招商队伍，将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帮扶融入“五同”工作机制

中，围绕法律、会计、金融、咨询等方向为联合招商赋能，

加快推进联合招商引资相关工作，以示范重大项目建设带动

共建产业园区大发展。

最后，再次感谢周璇委员对福田区“百千万工程”对口



帮扶工作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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