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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人才是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一个城
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去年 6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把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作为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
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高技术
工人待遇的意见》，突出“高精尖
缺”导向，大力提高高技能领军人
才待遇水平，这也是第一次把技
术工人待遇上升到全局高度。

《宁波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十三五”规划》 也明确提
出，要创建“技能宁波”城市品
牌，构筑技能人才大有所用、创
新活力迸发的发展环境，将宁波
建成全国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高
技能人才高地。建设“技能宁
波”新型智库，争夺技能人才竞
争制高点；抢占技能人才开发的
市场先机，大力发展技能人才开
发服务产业，形成宁波特色的技
能人才开发模式。

在引进培养优秀高技能人才
上，市级层面以及各区县 （市） 相
继出台政策。在我市优秀高技能人
才补贴评定中，评选通过人员将获得
10万元补贴。今年4月，鄞州出台22
条人才新政，其中便有“技能精英”培
养计划，计划五年内重点资助培养
100名左右以制造业为主、在技能专
业领域具备一定影响力、能够引领
产业技术发展的“技能精英”。同时，
该区鼓励高技能人才参加各级技能
竞赛，并按参赛等次和获奖名次给
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从国家到地方，政策不断出
台，释放出了强烈的信号，技能人
才越来越受到重视。”市人社局有
关人士认为，技工有力量，企业才
有希望，“中国制造”才有未来。
只有不断提升技工的待遇、社会地
位，增强其话语权，才能在新时代
中弘扬“工匠精神”。“宁波‘红帮
裁缝’成就了中国服装史上最富有
革命意义的一次改革，这种创新执
着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值得学习。
未来我们要加快打响‘技能宁波’
这一城市品牌，形成‘技能宁波’
示范效应，让宁波工匠的知名度、
美誉度、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建立智库，开发产业
打响“技能宁波”城市品牌

“大国工匠”紧缺，已成为
“中国制造”的软肋。作为“中国
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我市
的不少企业也在品尝着“成长的烦
恼”，一方面是产能爬坡、供销两
旺；另一方面是招人难留人难，技
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成为企业
争抢的“香饽饽”。

要让企业招人不再难，从整个
社会层面来说，应营造尊重、支
持、爱护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让
争当“大国工匠”成为一种新的社
会风尚。

从政府层面来说，有关部门
应着手建立技能人才的培养、评
价和激励机制，让产业一线涌现
出更多爱岗敬业、技艺精湛、勇
于创新、追求卓越的“工匠式”
劳动者。

事实上，近年来，我市接连出
台了针对技能人才的各种配套激励
政策。从 2013 年起，我市推行了
高技能人才岗位补贴，对在紧缺岗
位从业，符合相关条件的技师、高
级技师每月分别给予 500 元、1000
元的政府岗位津贴。2016 年，我

市又启动实施了“技能宁波”三年行
动计划和“港城工匠”培育计划，并
在 3000 多家企业中推行了技能人才
自主评价办法，打通一线工人职业上
升通道。

在政府和企业的培养与鼓励下，
一批批“首席工人”“港城工匠”在
生产一线脱颖而出，成为我市经济转
型发展的重要支撑。事实证明，一线
产业工人只要肯吃苦、会钻研，同样
能拿高薪，同样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和
尊重。

（王芳）

让技能人才获得更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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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正告别
“世界工厂”走向“质量时代”，
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在不断
攀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目
前，全国技术工人有 1.65 亿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 4791 万人，仅
占就业人员总数的 6.2%。预计
到 2020 年，中国企业高技能人
才缺口为2200万人。

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 障 部 等 部 门 发 布 的 2017 年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
国制造 2025”制造业十大重点领
域需求预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人才缺口 750万人，新材料人才
缺口300万人。

今年两会上，不少全国人大
代 表 呼 吁 ， 要 完 善 职 业 教 育 体
系，实施应用型人才联合培养，
提供紧缺的科研人员、蓝领技术
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厉晓杭 周琼 整理）

中国企业高技能人才
两年后缺口为2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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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爬坡、供销两旺，制造业却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技能宁波”呼唤更多优质蓝领
本报记者 厉晓杭 周琼 通讯员 任社 实习生 梅楠英

产 能 爬 坡 、 供 销 两
旺，这对诸多制造业企业
而言，无疑是一个让人振
奋的好消息。然而，技能
人才难招，正成为我市不
少企业“成长的烦恼”。

不久前，上汽大众宁
波分公司遭遇招聘难题，
政企合力共同抢下千余名
优质蓝领的消息，在社会
多 个 层 面 引 发 关 注 和 思
考。技能人才，特别是高
技能人才总量和结构的矛
盾，依旧是制约甬企转型
发展的巨大障碍。

高质量发展呼唤高技
能人才，打造技能人才高
地，除了政府相关政策扶
持，更需要企业的持续发
力，不断优化技能人才成
长环境，让技能人才听到
更多“春天的声音”。 “90后”逐渐成为我市技能人才主力军。 （任社 周琼 摄）

作为产业龙头，上汽大众宁波
分公司依然存在招聘难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市制造业企业技
术工人短缺的现状。

2017 年度企业用工专项调查
报告显示，高达 63.7%的企业认为

“招工难”。为了招聘到合适的技能
人才，企业的招工方式越来越灵活
多样，发布招工广告、委托老员工
带亲戚朋友、参加各类招聘会、实
行网络招聘等方式被企业广泛采
用，但一个“难”字依旧是许多企
业招聘部门的共识。

今年年后的招聘季中，不少企
业自称为了多抢几个技术工人，

“一场不拉地参加招聘会”。在年
后第一场技术工人招聘会上，鄞
州区优适捷传动件有限公司等多
家制造业企业，亮出了总经理坐
镇的豪华版招聘阵容。另一些用工
需求明显的企业，更是在广泛开展
本土招聘的同时，将触角伸向全国
各地。

与此同时，企业还要面临留人
难的困窘。宁波惠尔顿汽车配件制
造有限公司的工会负责人告诉笔
者，几百名职工中有技术职称的占
比很低，很多技术难题不得不引入

“外援”来解决。以经营精密模
具、精密压铸件为主的浙江华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亦是如此，这家企
业目前有职工 1300 多名，但其中
具有技能职称的不到20%。

采访中笔者发现，技能人才特
别是优秀技能人才的短缺，已经成
为企业面临的常态。宁海跃龙街道
工业企业较为发达，街道有关人士
表示，辖区内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工
人招聘难、企业职工缺少职业规
划、企业缺少有效激励机制等问
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
对技术工人认同度不高，认识上存
在偏差，机械、模具等行业技术工
人越来越难招。二是企业高级技术
工人流失快，稳定性不强，高技能
人才本来就是企业的‘香饽饽’，
供不应求，行业内抢挖人才现象非
常普遍。三是企业文化建设力度不
够，导致员工忠诚度不高。”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市
共有技能人才 140万人，其中高技
能人才37.5万人。尽管近年来我市
技能人才的总量增长和高技能人才
的占比增速都十分可观，但面对旺
盛的技能人才需求，依旧显得捉襟
见肘。

数量少、流失快
产业一线招人留人“难难难”

宁波凯特机械有限公司是国内
久负盛名的钢丝绳捻制设备专业制
造商，其前身为宁海通用机械厂，
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是宁海较早
的老字号企业，在坊间有“宁海机
械工业之父、培养人才的摇篮”之
美誉。通过多年的传承，技术骨干
和技术管理中层已成为该企业的中
坚力量。

“技术的提升必须要有人才的
储备，需要能工巧匠，这样企业才
能越走越远。”该企业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企业的招工方式非常多

样化，比如通过线上线下全面覆盖
的方式发布招工公告、通过猎头公
司招募专业型技术人才等。同时，
选好带头人，做好“传帮带”，并
积极建设企业文化，提高员工忠诚
度，鼓励员工扎根一线，在技术上
精益求精。

技高一筹，礼厚一分。去年，
凯特机械开展“企业工匠”评选活
动。首批“企业工匠”中，一级

“企业工匠”每月可享受 1000元的
特殊津贴，二级“企业工匠”可享
受每月 500元的特殊津贴。该企业

技高一筹，礼厚一分
培养技能“千里马”需多方合力

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举措不仅
是对一线技术人员工作上的肯
定，也是对他们的有效激励，更
表达了对一线员工的尊重，激发
了员工奋发向上的企业精神，培
养了员工的忠诚度。

随着“90后”成为技能人才主
力军，企业招工的方式方法也发
生了改变。上汽大众宁波分公司
行政管理高级经理张宏成说，大
众员工队伍比较稳定，平均年龄
在24岁左右，在员工技能培养、个
人晋升通道等方面有较好的保
障。“‘90后’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
为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上，我们作
了很多创新。在市人社部门的牵
线搭桥下，我们还跟不少省内外
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当前，各大企业正在加快技

能人才的培养力度，我市也不断探
索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机制。比如
在推进公共实训中心、技能大师工
作室、百校千企合作交流平台“三
大服务平台”的基础上，优化资源
配置，着力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服
务平台。目前，我市已建有市级以
上技能大师工作室 70 家、市级高
技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 11 家，实
训范围覆盖现代制造业、港口物
流、模具制造、船舶焊接等领域。
我市每年开展各类城乡劳动者职业
技能培训25.8万人次、高技能人才
培训3.8万人次。

“培养技能‘千里马’，不仅需
要提升收入待遇，提供人才保障服
务，也要不断优化其成长环境。这
需要社会各界多方合力。”市人社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