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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大家
都信任。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有富有活
力 的 高 水 准 技 术 工
人。”市政协委员陈伟
凯来自慈溪，谈起“工
匠精神”，他认为应该
从源头培养，而源头在
哪里，就是职业教育。

陈伟凯委员说，德
国约70%的青少年在中
学毕业后会接受双轨制
职业教育，而且德国技
术工人就业率高，平均
工资与白领阶层相差无
几。他建议宁波市政府
及相关职能部门，在社

会上大力培育和弘扬
“工匠精神”，给予职业
教育一定的政策倾斜，
进一步加大对职高、技
校和高职教育的财政投
入力度，让职业学校学
生学习有尊严，工作有
岗位，收入有保障，增
加职业教育对优秀学生
的吸引力。

一千年前，宁波的
工匠们凭借过人的智
慧和灵巧的双手建造
起了雄伟的大殿——
保国寺古建筑群，精
致的藻井通过榫卯镶
嵌而成，体现了高超

的技艺水平；一把尺
子、一把剪刀、一张
小板凳，造就了宁波

“红帮裁缝”……宁波
传统工匠精神需要进
一步传承和发扬。

来自民盟的市政协
委员葛黎明认为，亟
须加大力度振兴和弘
扬宁波工匠精神，为
建设“名城名都”提
供“智慧精干”的专
技队伍，构筑“至善
唯美”的精神家园，
夯实“匠心品质”的
发展基石。

应加快建立宁波工

匠精神孵化培育常态化
机制，不妨通过设立奖
项等方式大力激励现代
宁波工匠大师。比如，
设立“宁波工匠精神暨
大师金奖”，出台宁波
工匠精神鼓励激励实施
办法，进一步激励“宁
波工匠大师”或“宁波
现代工匠”的发展和培
养，“全民工匠”“工匠
于心”，让匠人受到社
会的尊重，让工匠精神
成为社会职业精神，逐
步形成宁波“我具匠
心”的文化氛围。

记者 滕华

建议设立“宁波工匠精神暨大师金奖”

近年来，各小
区 停 放 的 “ 僵 尸
车”日益增多，这
些“僵尸车”因长
期占用车位、侵占
公众利益，使原本
配置不足的小区车
位更加紧缺，导致
小区停车难问题更
为突出，并且严重
影响市容环境。

市人大代表、鄞
州区中河街道彩虹
社区党支部书记叶
敏一直关注住宅小
区“僵尸车”的处置
问题。叶敏代表说，
仅以中河街道为例，
2016 年该街道各小
区就有“僵尸车”167
辆。

她分析了“僵
尸 车 ” 出 现 的 原
因 ： 车 主 换 了 新
车 ， 旧 车 卖 不 出
去，履行报废手续
麻烦，于是弃之不
用 ； 车 辆 接 近 报
废 ， 维 修 成 本 过
高，将车辆一弃了

之；车辆有大量违
章罚款等费用未缴
纳 ， 多 年 没 有 年
审 ， 处 置 成 本 过
高；车主因出国、
长期在外地工作等
原因无法联系。

目前，由于没
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可以制约车主，交
警部门对这类车辆
无法处置，物业和
社 区 更 没 有 处 置
权，给社区管理工
作增加了难度。

叶敏代表建议，
尽快出台住宅小区

“僵尸车”处置的相
关法规制度，明确
住 宅 小 区 “ 僵 尸
车”处置的办法及
执法主体，健全处
置程序。同时，完善
车辆报废回收体系，
对小区内长期停放、
年久未检验合格的

“僵尸车”实行强制
报废，缓解小区停车
难问题。

记者 李臻

2016年8月，“中国制造2025”首个试点示范城市落户宁波。今年
起，宁波将举全市之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作
为制造强市，宁波该如何打造自己的“港城工匠”队伍，来撑起“中国
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基石呢？在今年的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
上，委员们纷纷就此建言献策。

宁波该如何打造
“港城工匠”队伍？
政协委员献策“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

宁波的人才“家
底”怎么样？据统计，
当前活跃在我市产业一
线的技能人才数量已达
120.8万，其中高技能
人才数量达30.7万，占
技能人才的比重升至
25.4%。这个水平，低
于全国26%的水平，远
低于上海 （29%）、苏
州(31.5%)等城市。

在高技能人才中，
技师、高级技师更加紧
缺。现我市每年新增高

技能人才约2.68万人，
实际需求约5万人，缺
口较大。尤其是汽车及
零部件、石化、创意设
计、生命健康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人才紧缺指数
连续处于高位，高技能
人才供不应求。宁波全
市技能人才中，高技能
人才的平均年龄超过
46 岁 ， 呈 现 “ 老 龄
化”趋势，人才断档问
题比较突出，年轻高技
能人才短缺。

据统计，目前我市
制造业企业占企业总数
的72%以上，产业工人
始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
主要力量。但高技能工
匠人才的短缺，已成为
推进我市“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
建设的瓶颈。

寻找工匠的步伐，
在去年7月启动。市总
工会、市经信委、市人
社局联合发起“寻找身
边工匠”活动，并评选

出首批50名“港城工
匠”。他们来自电气、
建筑、服装、工艺美术
等行业，均是具有技能
专长、掌握高超技艺、
从 事 本 工 种 15 年 以
上，有突出贡献的优秀
劳动者。主办方指出，
在生产一线专注工作多
年的60后与70后是首
批“港城工匠”的主
力，占到了总人数的
80%以上。

为什么工匠难寻，
这成为萦绕在市政协
委员张益明心头的一
个问题。作为市总工
会经济工作部部长，
他所在的部门曾对全
市制造业职工进行过
抽样调查问卷。结果
显示：70%的技术工人
认为自身的价值得不
到社会承认，65%的技
术工人重新选择职业
时不会考虑选择同样
的职业。

“最重要的还是社
会观念的影响。”张益
明委员告诉记者，很多
人固守传统观念，认为

“学而优则仕”，社会上

也普遍重“白领”、轻
“蓝领”。此外，绝大多
数企业没有实行技能工
资制，尤其是高技能人
才薪酬低，没有把学
识、技术水平、创新能
力、贡献和工资挂钩，
严重挫伤职工积极性。
技能人才多在一线工
作，劳动环境较差，特
别在中小企业，其患职
业病、受工伤的风险较
大。如果是外地职工，
其住房、孩子就学问题
长期得不到解决，也会
迫使他们离开岗位甚至
宁波这座城市。

“宁波正迫切需要
成千上万技艺精湛、

技术高超的优秀制造
业工人。‘工匠精神
’契合了这一时代需
求，只有更多的一线
工人爱岗敬业、专注
执着、精益求精、勇
于创新，才能实现大
战略。”张益明委员建
议，要不断完善制造
业职工队伍建设激励
机 制 ， 推 动 建 立 政
府、企业和劳动者个
人三方分担的技能人
才培养投入机制，争
取多渠道筹集资金。
完善优秀高层次技术
工人的评选表彰奖励
办法，实行一定年限
的月津贴制度。鼓励

企业建立年金制和补
充医疗保险，提高一
线工人的社会保障水
平。劳动保障部门要
继续指导企业制订与
技能水平相挂钩的岗
位技能工资，以及在
薪酬、福利方面向高
层次技术工人倾斜的
政策。改变身份对工
资待遇的刚性约束，
以能力定岗位，以绩
效定待遇，允许并支
持技术工人以专利发
明、技术革新成果等
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
配，完善企业运作机
制。

薪酬福利应向技术工人倾斜

制造业高技能工匠人才短缺

市政协委员黄立明：

大力普及
心肺复苏急救知识

市人大代表叶敏：

应明确小区“僵尸车”
处置办法

我国每天约有
1500人死于“心源
性猝死”，80%以上
的猝死发生在院前。
如能在发病“黄金4
分钟”内得到有效救
治，大约一半的人能
得救。

市政协委员、浙
江全盛水务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立明发
现，目前我市民众的
急救理念和基本急救
技能普遍偏低，少部
分基层医务人员也不
能完全正确掌握和使
用包括心肺复苏术在
内的急救技术。此
外，公共场所自动体
外除颤仪等心脏紧急
抢救设备十分缺乏。

目前，我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越来越高，老年人心
脑血管疾病的患病率
高，出现心脏骤停的
几率大，随时可能需
要心肺复苏急救。而
我市120急救人员到

达现场需要5-10分
钟，遇到塞车的话时
间更长。

为此，黄立明委
员建议，采取“政府
搭台、医院唱戏、社
会支持，多管齐下、
全民参与”的方式，
建立健全我市院前急
救体系，加大心肺复
苏等急救知识宣教培
训力度，提高全民急
救意识，普及急救知
识，像普及消防灭火
器使用一样将急救培
训落实到人，并逐步
推行全民急救知识培
训计划。

同时，在大型公
共场所适时适量配备
心脏骤停紧急抢救设
备，并对这些场所工
作人员进行定期专业
培训；在立法免责和
财政方面给予相应支
持，以消除见义勇为
者的后顾之忧。

记者 林伟
孙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