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练习：根据材料 3，谈谈你对其中划线部分“各个地方的人才引进工作，必须要‘错位’

又‘对位’”的理解。（15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字数不超过 200 字。 

 

3.最近几年，很多二线城市的人才引进工作都开展得如火如荼。二线城市尚在努力，三

四线城市自然也不甘落后：给钱、给房、给户口。然而，纵观很多三四线城市的“人才争夺

战”，大多也只是出台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等引才政策。

这固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作为本身经济实力和区位优势就不那么突出的三四线城市，给出

和二线城市差不多的“彩礼”，能真正地“引凤求凰”吗？ 

“在人才工作中，一些地方的同质化倾向依旧明显。”一位从事人才引进工作多年的部

门负责人说道，“现在，很多中小城市都要高学历、高效能、高层次、高大上、高精尖的人

才；而给人才的往往就是‘老三样’——钱、房和户口。” 

“很多地方把人才引进工作想得过于简单了。”一位评论家说道，“人才工作不是把人

引进来就可以的，它其实更依赖人才生态的建设——如何利用、再培养、激励，如何留得住

才是重中之重。然而，这往往是被很多中小城市忽视的。花了大力气，引不到人才；人才来

了呆不久。消耗了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也还是为他人做嫁衣。”问题还不止于此。现在一些

地方的人才引进工作，已经给当地的财政带来不小的压力和负担了，但却收效甚微。很多地

方都重视引进外地人才。可外地人才引不来，厚彼薄此、重外轻里的人才政策更让本地人颇

有意见，可以用“赔本也没赚到吆喝”来形容。 

“计算机、生物科技、航空航天这些尖端领域的顶尖人才本来就非常稀缺，即使在北上

广深这样的城市都是‘肉少狼多’。在这样的环境中，实力薄弱许多的三四线城市往往是耗

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最后却还是被‘剩下’。而且，就算引进了，往往也用不好，甚

至用不上。”一位人力资源专家说道，“引进人才要靠优势，但中小城市能靠的优势往往不

是物质吸引力，而是自己的特色。” 

另一位评论家也给出了一个观点，“各个地方的人才引进工作，必须要‘错位’又‘对

位’。我们的城市定位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趋同的，要是采用同样的人才路线，是会‘撞车’

的；毕竟错落有致，才既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又符合建筑美学嘛。我国各个城市间的地理、

经济等方面差距依旧巨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对人才的需求结构都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必须

认清这个现实，找准自己的位置，才可能做好人才工作。因为你是你，你不是别的城市。你

在全省，甚至是全国有你的角色定位，有你自己独特的优势。所以必须各就其位、各求所需。” 



 

 

位于东部的 B市，就曾犯过一种“经典”的错误。在五年时间里，B市花费数亿资金引

进了大量外市的高职称人才。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各个

地方都是这样，厚彼薄此成了通病！”B 市土生土长的科研人员小姚说道，“同样的学历、

同样的职称，就因为我一直在本地，来路不同，待遇差距就这么大？果然是外来的和尚会念

经？这让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本地人有些寒心。”而与此同时，小姚也接到了外地的一个职

位邀请，待遇颇为优厚，他说自己正在考虑中。其实引进人才不能够片面地理解为“买进人

才”。发掘培养本土人才也同样重要。 

 

 

 

 

 

 

 

 

 

 

 

 

 

 

 

 

 

 

 

 

 

 

 



 

 

参考答案： 

1.“错位”是指人才引进工作不能千篇一律，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城市的模式，要根据各

城市间的地理、经济、人才需求结构不同，实施不同的人才政策，避免同质化的竞争。 

2.“对位”是指人才引进工作要立足地方特色，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明确角色定位，

采用合理的人才路线，加强人才生态建设，合理使用现有人才，注重发掘本土人才。 

3.总的来说，就是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应该各就其位，按需引才。 

 

关注“天津华图”微信公众号：tjhuatu 

后台回复“时政”可获取最新时政信息 

后台回复“我要 1000 题”可领取电子版《公考 1000 题》资料 

 

【2019 国考估分密卷】 

行测 4 套+申论 4套（含解析） 

《高频考点速记》+《申论热点预测》 

2 套国考模拟卷（169元可批改可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