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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 7 月 9
日，在海南省
琼海市，游客
在海滨冲浪。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夏日，海南
省海口市江东新区
千亩荷塘荷花盛
开，景色迷人。

石中华摄
（人民视觉）

◀在海南省万宁市旅
游公路旁，游客一边休憩
一边欣赏海边风景。

袁 琛摄
（人民视觉）

◀位于海南省
三亚市崖州湾科技
城的深海科技创新
公共平台项目正在
加紧建设现场。

王程龙摄
（人民视觉）

◀在位于海南省儋州
市的海南天然橡胶新型种
植材料创新基地，科研人
员在观察橡胶树组培苗生
长情况。

张 茂摄
（人民视觉）

赤子思高远

罗来军记得十分清晰：2017年10月18日
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
确提到：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罗来军第一时间关注到了这一重要信
息。身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他的
研究方向之一，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而自
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世界公认最成功的自由贸易港，是迪
拜、新加坡、中国香港。它们要么是城市型
国家，要么是城市。中国的开放前沿，有海
南、广东、上海、浙江等省份。自由贸易港
将花落谁家？一度备受关注。

半年后，答案揭晓：2018 年 4 月 13 日，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传出重
磅消息：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这一消息，瞬间传遍世界。海南很大，
全岛面积是迪拜的 8.6 倍、新加坡的 49 倍，
环岛旅游公路总长988.2公里。和地理空间辽
阔一样，“中国特色”海南自由贸易港，史无
前例，发展空间巨大。

刷着刷着朋友圈，罗来军内心起了波
澜：自贸港建设，和自己的专业研究和专
长优势太对口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到底怎么建设？能否参与其中，做些
贡献？

机会来了。2019年起，中央组织部从全
国选派干部到海南挂职，罗来军成为其中一
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就有“十万
人才过海峡”的壮举。现在建自贸港，更需
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

2020 年秋天，罗来军从北京来到海南，
挂职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近两年
来，他到海南各地调研，写了不少报告，提
了不少建议，留下不少感慨。微信朋友圈，
默默记下日程。

2021年6月10日凌晨，他发了条朋友圈
“加班到深夜，夜景美如画”，配了几张椰树
照片。那是省委大院夜景。现在，他能详细
讲出椰树、槟榔和桄榔树的区别。

再往前1个月，2021年5月9日，他参加
海口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生
出感慨：“岛人消博诉心语，听尽七洲四洋
客。悄悄已然联世界，使君不再忆郑和。”

今年 7 月上旬，他到东方市、乐东县，
进行经济发展调研，“收获满满”。最近，他
转发了一张“世界自由贸易港建设成败图
谱”，方便同事参考借鉴。

他还通过多种方式，分享自己对自贸港
建设蓬勃开展的观察。从海南开放型制度快
速成型、高质量发展成效凸显，到海南高端
人才加快集聚，他都研究并发表过文章。

包括罗来军在内，近年，海南从中央单
位和兄弟省份引进 415 名优秀干部来琼挂
职。此外，海南还累计柔性引进70多名院士
专家、453名高层次人才，联系使用1.3万多
名“候鸟”人才。2018年以来，海南引进各
类人才超过40万。

2021年12月，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年度评估期间，罗来军和朋友合写了一首

《海南情》。他想献给海南挂职干部和来到自
贸港的所有建设者。

诗中发问：
海南啊，相隔万水千山，是什么让我魂

萦梦牵？
海南啊，度过岁月流年，是什么让我赤

心不变？
诗尾写道：
远来不是客， 四海为家园。

赤子思高远，热血美江川。
南海更和平，海南更富安，

此生更无憾。
这是罗来军的心声，也是

无 数 “ 自 贸 港 远 来 的 建 设 者 ”
的心声。

难忘鹿回头

从海口向北，过琼州海峡，660 公里之
外，是游娜生活的深圳。

这个深圳女孩，之所以对海南人才引育
感兴趣，和她职业有关。她一毕业就到深圳
人才集团，从事人才工作。虽然年轻，却是
资深人才工作者，有着敏锐洞察——

“2025 年底海南全岛封关运作之前，公
司要抢占先机，提前布局，时间很紧。”在她
看来，凡是立志面向全球的人才服务平台，
一定要布局海南。

近半年多，她多次到海南，脚被晒黑
了。发在朋友圈的照片，被朋友认为是穿了
黑袜子。

她与海南结缘，始于去年 10 月。当
时，三亚市崖州区派人到深圳人才集团调
研交流。两个月后，公司到崖州回访。崖
州区人民政府与深圳人才集团一拍即合，
共同设立鹏崖国际人才集团 （下称“鹏崖
国际”）。

今年 4 月 13 日，海南建省 34 岁生日那
天，鹏崖国际正式试运营，游娜出任董事长。

鹏崖二字，颇有意味。鹏，鹏城深圳，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崖，崖州区，
海南最富活力区域之一。大湾区、自贸港如
何优势互补？鹏崖国际能为自贸港带来什么？

今年，游娜带队，在海口、三亚、澄迈
等地进行半个多月调研。她想搞清楚，自贸
港最需哪些人才？三亚，尤其崖州区急缺哪
些人才？

以崖州区为例。当地承担不少“国家任
务”，其中之一是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当
地有南繁服务中心、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等重
要机构。游娜发现，围绕南繁育种，当地有
三类人才值得关注。一是农业产业工人。目
前用工，多依靠工头，临时招聘，工人技术
参差不齐，缺少培训。二是种子检验检疫员
等。三是实验室科研人员等。

收集人才需求，才能对症下药。4 月下
旬，鹏崖国际为崖州区南繁服务中心成功招
到种子检验检疫员、南繁土地服务保障员和
综合管理员。试运营3个月来，为崖州区发
改委、产业链领导小组办公室、卫健委等单
位，成功引进并外派优秀人才超过 300 名。
特别是近期，协助崖州区教育局，面向全国
选聘高素质教职人员近80人。

“不止我们一家，海南当地、其他地方大
量人才公司，纷纷在海南寻找机遇。”游娜
说，贵在速度、特色，真正帮到地方，真正
帮到人才。她希望能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
南自贸港，促进两地人才交流与合作，推进
琼粤人才合作。

对三亚，她印象最深的，是鹿回头广场。
说来，有个故事。传说，很早很早以

前，一位黎族青年猎手，追赶一头坡鹿，把
它逼至山崖。青年正要张弓搭箭时，坡鹿回
头，与他对视。下一瞬间，奇迹发生：坡鹿
变成一位美丽的黎族少女。之后，两人相
爱，定居于此。今人按此故事，制作三亚城
雕“鹿回头”。三亚，也被称“鹿城”。

“现在，我们就是‘鹿城’猎手，追逐奔
跑的坡鹿‘人才’。”游娜认为，引来人才，
只是一个环节。人才靠引，也要育、用。一
个地方最需要的，是全生命周期人才产业生
态体系。

这包括“阳光雨露”——人才引进、人

才服务，也包括“海洋土壤”——产业链
接、产业服务，还需要“种子幼苗”——人
才科技、创新孵化。

事实上，海南也注重本土人才培育。近
年实施了“南海系列”育才计划、中西部市
县人才智力扶持行动计划、乡村人才振兴计
划等一系列人才培养工程，培育了一大批本
土优秀人才。

用才方面，海南提出，要把人才制度集
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对标国际规则，建立
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以人才的贡
献来评价和体现人才的价值。

引得凤凰来

从深圳，再向北，2200公里之外，是首
都北京。

距离故宫不远，南河沿大街 111 号有座
古色古香院落。这是欧美同学会办公地。欧
美同学会党组书记、秘书长王丕君，和同事
们午休到菖蒲河公园踱步时，最近谈得最多

的是海南。
近年来，欧美同学会上下，一直关注海

南自贸港建设动向。
王丕君留意到，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也正式提上国家立
法日程。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
告等重要报告均写入“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

此后年份，海南自贸港受关注程度，只
增不减。

3 年来，王丕君四到海南。每次去，都
有新感受。不久前，他又去一趟海南，出席
欧美同学会年会。

飞机刚落地三亚凤凰机场，王丕君和随
团成员就发现：机场为欧美同学会年会与会
人员，设置了专用通道。每个海归专家，都
有专班对接。“真是宾至如归。”大家感慨。

“天容海色本澄清”，三亚实在是美。更
吸引人的，是项目。

这次年会，约 500 名海归人士云集鹿
城。他们来自医药、康养、科创、新材料、

金融、国际贸易、文化创意
等领域。240多个人才、科
技项目与海南有关方面对
接。其中，人才项目51个。

王丕君发现，海南全省
上下，干事创业热情高涨，发展环境不
断优化。

人才因事业而聚。当前，海南正聚
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围绕国
家急需、海南所长培育发展南繁、深海、航
天3个未来产业，持续发力。这些产业，蕴
含机遇。

以南繁为例，每年冬春两季，29个省份
上万名科技人员到海南开展育种工作。2021
年挂牌成立的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已
引进院士团队和组建创新团队46个。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深海技术创新
中心、航天科技创新平台等“国家队”“主力
军”，扎根海南。

“海南，不容错过。”这是不少海归创业
者的感受。

这里面向太平洋、印度洋，处东南亚、
中国大陆两个最活跃市场交汇点，挨着泛珠
三角和北部湾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长
三角等联动发展潜力巨大，是国内企业走出
国门、外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重要门户。到
本世纪中叶，海南将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
影响力的高水平自贸港，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之一。

“求贤若渴的海南自贸港不但有诗和远
方，还有‘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的各
种配套人才政策，是我们实现理想的腾飞之
地。来吧，学长！海南自贸港需要您！”7月
8 日，海南归国留学人员向海内外留学人才
发出邀约。

“我国有656万留学人员，欧美同学会有
30 余万会员。”王丕君认为，自贸港建设的
历史机遇，海南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将为
他们创业成才提供广阔舞台。

按照计划，欧美同学会国际人才论坛，
明年将在海南举行。“今后5年，横跨封关运
作前后，是海南自易港建设关键期。”

离开三亚，望向舷窗外，王丕君想到苏
轼一句诗——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
聚。“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
匮。”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国家的
重大战略，必须举全国之力、聚四方
之才。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就有

“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壮举。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最好的环
境是良好体制机制。要支持海南大学
创建世界一流学科，鼓励国内知名高

校和研究机构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
鼓励海南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举
办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支持海南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
点，允许外籍和港澳台地区技术技能

人员按规定在海南就业、永久居留。
允许在中国高等院校获得硕士及以上
学位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在海南就业创
业，扩大海南高校留学生规模。支持
海南探索建立吸引外国高技术人才的

管理制度。海南要坚持五湖四海广揽
人才，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上有突破，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
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创新人才
培养支持机制，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

机制，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平，让各
类人才在海南
各尽其用、各
展其才。

——2018年
4月13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

你我不相识你我不相识
却都爱海南却都爱海南

本报记者 陈振凯

7月11日，周一。一个普通日子。

这天，身在海南海口的罗来军、人在广东深圳的游娜、

远在北京的王丕君，共同留意到一条新闻：“中国这十年·海

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他们三人，身处三地、身份不同、互不相识，又都不

是海南人，却都对发布会上提到的“人才引育”情况高度

关注。

他们是谁，为何不约而同地关注这个话题？

事情要从一个特殊日子的上午说起。

制图：潘旭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