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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族地区高校稳定高学历高职称人才队伍的对策研究

陶际恒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一

【摘 要 」四川民族地区高校高学历 高职称人才流失问题严重
,

已给高校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

稳定四

川民族地区高校高学历 高职称人才队伍
,

需从以 下方 面着手 更新理念
,

变区位劣势为 区位特色 内培外引
,

建立稳定的高学历

高职称人才队伍 改善办学条件
,

吸引高学历 高职称人才安心工作 严格管理
,

避免高学历 高职称人才随意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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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民族地区的高校主要包括西昌学院
、

四川 一 更新理念
,

变区位劣势为区位特色

民族学院和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长期以来
,

受 四川三所民族地区高校地处边远少数民族地

特殊的地理环境
、

经济条件
、

文化氛围等诸因素的 区
,

与成都和成都周边地区高校相比较
,

存在较大

影响
,

高学历高职称人才大量流失
。

稳定高学历
、

的区位劣势
。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

这些民族地

高职称人才已成为四川 民族地区高校的领导和教 区高校又存在很多优势和特色
。

首先
,

在政策方面

学管理部门
、

师资队伍管理部门共同关注与函待解 有优惠
。

如川职改 号文件规定
,

从 年

决的问题
。

起三州的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

申

一
、

高学历高职称人才大量流失的后果严重 报教师和其它系列专业技术职务
,

其外语可暂不作

一 对高校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要求
。

其次
,

能够建立区域性的优势学科
。

三所民

对于任何一所高校来说
,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 族地区高校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

能够把彝语言文

源
,

人才就是财富
,

人才就是效益
,

人才就是竞争 学
、

藏语言文学
、

高寒农作物
、

高山养殖业等学科建

力
,

人才就是发展后劲
。

四川民族地区高校受特殊 成 自己的优势学科
。 「习
如果学校充分利用这些优惠

的地理环境
、

经济条件
、

文化氛围等诸因素的影响
,

政策
,

建设好自己的优势学科
,

可以成为培养人才
、

引进人才十分困难
,

高学历高职称人才更加贫乏
。

稳定人才和引进人才的一个亮点
。

高学历高职称人才大量流失
,

对于这些高校来说无 二 内培外引
,

建立稳定的高学历高职称人才队伍

异于
“

雪上加霜
” 。

高学历高职称人才大量流失
,

首 民族地区高校高学历高职称人才大量流失
,

严

先会降低师资水平
,

导致教学科研水平下降
。

其 重影响了学科队伍建设
,

而引进人才又相当困难
。

次
,

导致师资队伍结构失衡
,

人才梯队出现断层
,

学 解决这一难题的重点在于内培外引
,

关键在于内

科建设困难重重
。

再次
,

影响师资队伍稳定
,

流失 培
。

在本校工作多年的教师
,

热爱教师行业
,

对学

人才对在岗教师形成一定的心理暗示
,

刺激更多人 校有感情
,

不会轻易流动
。

采取多种优惠政策
,

鼓

才外流
,

造成
“

走了一个人
,

涣散一片心
”

的后果
。

励他们在职攻读硕士
、

博士学位
,

鼓励他们到国外

二 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或国内的一些重点院校留学
、

进修
,

鼓励他们评聘

高学历高职称人才是四川 民族地区发展需要 专业技术职务
。

通过内培
,

现有人才能够稳定
,

存

最为迫切的资源
,

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量人才能够盘活
。

同时
,

要制定和完善一系列优惠

动力和资源
。

四川 民族地区高校主动融人地方经 政策
,

引进高学历高职称人才
。

内培外引
,

资源整

济建设
,

积极为地方培养各类人才
,

参加地方重大 合
,

建立稳定的高学历高职称人才队伍
。

科研项 目的研发
,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 三 改善办学条件
,

吸引高学历高职称人才安心工

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

然而
,

高学历高职 作

称人才大量流失
,

势必会影响四川 民族地区经济文 充分利用财政和政策
,

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善办

化和社会发展
。 「〕

学条件
。

首先必须拿出专项经费适当提高高学历

二
、

四川民族地区 高校稳定高学历 高职 高职称人才的薪酬待遇
。

合理的经济收人既是维

称人才队伍的对策 持人才资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

也是实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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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效益的具体体现
。

通过薪酬待遇改善高学历

高职称人才的生活条件
,

能够提高他们的社会地

位
。 日〕
其次

,

大力加强学科建设
。

学科建设是高校

人才发挥作用
、

体现 自身价值的核心工作
。

高校

要想留住高学历高职称人才
,

首先应具备人才发

展的事业基础
。

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学科建设
。

最

后
,

积极加强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后勤服务
,

为

高学历高职称人才的生 活工作创造优美舒适的校

园环境
,

让高学历高职称人才逐步树立生活 的自

豪感
。

四 严格管理
,

避免高学历高职称人才随意流动

人才可 以合理流动
,

但不允许随意流动
。

学校

应根据 《教育法 》
、

《教师法 》
、

《高等教育法 》等教育

法规和劳动法
、

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

结合本校的实

际
,

制定综合性
、

操作性强的教师管理制度
,

防止高

学历高职称人才随意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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