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授予海外的印度人一个
‘印度裔卡’，就能很好解决这个问
题，我们可以借鉴。”宋礼华说，很多
外籍华人回来以后，都是希望创业，
如果你不能给他股份，不能给他应
有的企业家身份，很难留得住人。

“建议国家针对外籍华人，出台 A 股
持股的相关政策，尽快尽早推出‘华
裔卡’或者叫外籍华人身份证，在特
定的条件下，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和
其他原则的前提下，允许这些人享
有国民待遇。”

“为什么要留住这些回国的外籍
华人，因为这些人掌握了世界上最先
进的技术，留住了这些人，我觉得这
对国家有好处。”发言中，宋礼华补充
解释说，“我刚才讲的无锡这家公司，
做基因检测的，大家可能不是太了解
具体做什么，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蚌
埠 17 年冤案的破案，就是买了这家
公司的技术，它可以根据一颗指纹里
面脱落的细胞，测出你的基因，知道
你的家族和血统。蚌埠那个真凶就
是根据这个才查出的。”

两会聚焦LIANGHUIJUJIAO
2016年3月13日 星期日
编辑宋才华 | 组版刘玉 | 校对夏君

04

作为一家专业制造企业的掌舵
人，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应流机电集团
董事长杜应流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
在今年两会期间，他吐槽了很多企业
面临的用工现状，并极力呼吁，办好技
工类学校，培养对口需要的人才。

“像我们制造业，各种大学本科毕
业生来找我们就业，成为我们的负担、
压力，你不收吧碍于面子，你收来吧基
本没啥用，因为我想要的人没有。”杜
应流以自己企业的用人现状为例解释
说，2002年应流机电跟合肥工业大学
合作办了职工学校，培养了600人，都
是针对需求专业专项培养的，先招工
后培训，这样招进来的人最后确实非
常有用。如果没有培养这600多人，
甚至都能影响到企业的生存。

杜 应 流 介 绍 说 ，应 流 机 电 从
2002 年到现在，采取这种方式培养
人才，花了很多钱，但是很值，“我算
了一笔账，至今花了有 3000 多万，

因 为 一 个 学 生 ，我 们 每 月 要 给 他
2000 多块钱工资，还要给他办所有
的社会保险，另外还要给大学钱，课
本书本还要掏钱，这就是定向培养，
按照企业所需来培养的。这些人到
了企业就能派上用场，特别是专业
性比较强的。”

“现在我们开设航空班，招了 3
个班，100 多人，招的人当中，80%以
上都是本科大专学历，因为之前学的
专业不对头回过头来又来上我的学
校。”杜应流认为，现在国家在办学上
有点问题，设了很多专业文凭，毕业
后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专业不对
口，既害了他个人，也为难了国家，时
间还浪费了。”

“对于发展企业，光有工匠的精
神还不行，还要有工匠的技术和水
平。”杜应流建议，国家要下决心把技
工学校、职业学校办好，真正培养出
企业和社会对口需要的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应流机电集团董事长杜应流：

办好技校
培养出对口需要的人才

本版稿件由特派记者 王涛 俞宝强 刘海泉 黄洋洋摄影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亚非：

培育文化人才，要给时间、给温暖

当前，很多行业都在去产能、去库存，文化产业是否也是如此？“人在财聚，人走
财散”，怎样培育出优秀文化产业人才，实现留人聚财？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安徽出版集团原董事
长王亚非在接受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采访时乐观地表示，文化产业正是发展
旺期，朝气蓬勃，但亟须大批高素质职业经理人，呼吁多给人才培育的时间和温暖。

“目前文化创意产业每天创造产值
达220亿美元，并且每年正以5%的增速
发展。”王亚非认为，当前很多行业都在
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面临重大困难，
而文化产业却正是发展旺期，大规模融
入各类产业，积极转型升级，朝气蓬勃。

“文化元素植入任何产品都会有很
大增值。有故事，就有关注，有品牌。”
王亚非说，特别是日用商品，例如茶叶
等，可以加快引领消费，创新消费，不断

为市场提供更多更新的文化精神产品。
在谈到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文

化产业要创新发展”时，王亚非认为，“创
新”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利用各种
资源，全方位多元化打造各类文化精品力
作，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需求。文化产
业要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开拓传播模
式与载体；要利用资本市场开拓重大文化
工程项目、非遗保护开发。要充分利用创
意、知识产权的开发，跨界跨地区发展。

“相对其他产业，文化产业是典型的
人在财聚，人走财散的行业，人在文化产
业中起到的作用很大，其知识、经济、能
力、素质，都决定了文化产业向什么方向
发展。”王亚非表示，在文化产业中，不仅
仅需要“大师”，更需要运用“大师”作品
的复合型人才，即能够运作资本、会管
理、眼界高、思维开放的职业经理人。如
果没有一代一代职业经理人的传承，文
化产业的发展就会是青黄不接的状态，

也很难改变“有高原无高峰”的局面。
“要解决好‘改革的第一步和最后

一步’的关系，就要大力培育文化产业
人才。”王亚非建议在国有文化企业、国
有控股文化企业尽早推行职业经理人
制度。并引入竞争、更新和淘汰机制，
建立市场化选聘和退出制度，推动职业
经理人“去行政化”，使官员化的经理人
走向职业化、市场化，使职业经理人的
价值通过经营业绩来体现。

建议：亟须引进职业经理人机制

分析：文化产业正处于发展旺期

“文化企业往往不鸣则已，一鸣惊
人，三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王亚非
认为，相对于金融业、农业，文化产业
的发展需要底蕴为基，不仅不能急功
近利，相反要耐得住“天长日久”。因
此，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人才的
培养工作，还是企事业的发展需求，都
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予更
多的宽松培育政策。在做好以上红利
的基础上，孵化还需要时间和温暖这
两个标准。所谓“不温暖不发展，没有

时间长不成熟”。
王亚非呼吁，政府要在充分了解文

化产业“习性”的同时，从人才扶持培养
方面，推进实施更多能落地，看得见、摸
得着、操作性强的政策，从待遇上、事业
上、生活上、感情上稳定和留住引进人
才。做好系统的保障工作，多一点关
心，多一点政策，多一点引导，给时间，
给温暖，创造各类人才展示才华、施展
才能、实现价值的舞台，形成以业聚才、
以才兴业、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呼吁：培育人才要给时间、给温暖

全国人大代表、安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礼华：

推出“华裔卡”
留住外籍优秀人才

作为民营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安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
礼华在今年两会中最关注的就是创新驱动和民营企业发展。他建议推行外
籍华人身份证，留住优秀人才。

宋礼华认为，要在世界范围内打造
自己的创新高地，或者说要把企业打造
得更有国际竞争力，基于这种发展战
略，就需要一批领军型的科技人才。

“这些人才，除了我们自己培养
以外，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有一批
海外华人，也纷纷到了回国报效祖国
的时候。”宋礼华说，很多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出国的中国人，在国外成
家立业，待了二三十年，积累了很多
的技术经验，都是颇有造诣的学术科
研带头人。现在他们的孩子上了大
学，他们也大都愿意回国发展。

“虽然国家政策欢迎他们回国创

业，但是有一项政策限制了他们回来，
什么政策呢，就是身份证制度，中国不
存在双重国籍，你加入了外国国籍，回
到中国来，只能拿临时签证。”宋礼华
举了一个身边的例子，“我们在无锡有
一个公司，我用 4.5 亿买了这个公司
的全部股权，我本来准备发行2.25亿
股票给公司里这些学科带头人，但是
他们是美籍华人，不能持有中国的A
股股票，所以我没办法，只能拿现金。
另外2.25个亿，我说你不能全部拿钱
走，只能放在这里给你的团队，他只好
用父亲的名义来持股，而他父亲是个
农民，对外也不好说。”

观点：现有户籍政策限制了外籍华人回国创业

建议：推行外籍华人身份证，留人留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