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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看到了问题，就说明距离
最终解决问题，又近了一步。

“技能人才的引培留用是个系
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完成
的。这几年来，宁波在技能人才、
产业工人培养方面可以说是下了血
本，在培训补助、子女就学、住房
补贴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市
总工会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2016 年，我市
就已制定全国首个地方性法规 《宁
波市职业技能培训条例》，人社部
门还相继出台各类配套政策近 30
个；创新建设“1+4+10”技能创业
孵化基地，深入打造“155”公共实训
基地，建设全国首个技能人才继续
教育学院；“十三五”期间组织并实
施 400 余 项 市 级 竞 赛 ， 发 现 选 拔
1 万余名高技能人才，带动 100 万人
次参与技能比武、岗位练兵⋯⋯

不仅如此，宁波还向技能人才
抛出真心实意的“橄榄枝”。针对

技能人才成长中最为关心的晋升空
间和工资待遇等核心问题，开展高
技能人才直接认定，383 名高技能
人才搭上“成才快速道”；实施技
能人才安居补助，技师和高级技师
分别补助 1 万元和 3 万元；建立重
奖制度，70 名优秀高技能人才每
人获得 10 万元政府奖励。

与此同时，在智能制造层面先
走一步的企业同样在技能人才梯队
培养上不遗余力，有的给予股权激
励，有的送去关心关怀，有的送上
各种荣誉⋯⋯就是为了在企业内部
营造尊重技术人才的小生态，打造
更适合青年技术人才成长的环境。

双鹿电池打算今年下半年率先
组织技能人才专班前往德国培训，

既让他们学习实操层面的内容，也
从培养未来企业人才的角度出发，
帮助他们拓宽眼界，了解国际前端
智能化水平，看看能否在电池领域
消化创新。

在人社部门指导下，宁波技师学
院大力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步
子，开门办学。按照新型学徒制的要
求，充分结合企业的实际生产任务，
把教室放到车间去，实现企业和学校
无缝对接。目前，该校已经和上百家
企业达成校企合作，和几十家企业实
现“新型学徒制”的紧密合作。

“这些年，社会层面对于技能
人才的认知也在发生改变，一些学
生或者家长看到实体经济发展的必
要性和技术人才的重要性，点名要

来学习智能制造。我们有个学生分
数超过普高线，有 500 多分，他一
心希望学习数控技术，以后从事这
方面的工作。”李世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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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社保部
门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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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和社会地位，增强其话语权，才
能在新时代中弘扬“工匠精神”。

针对当前工资收入不高、政治
地位不高、社会认同度不高、成长
前景有限等共性问题，我市业界和
学界的不少人也认为，更加细化的
政策服务应该尽快出台，针对高技
能人才予以足够的倾斜，真正让这
些人才有获得感。同时，相关业界
人士也建议，可以加强行业抱团作
战，实现人才培养规模化，减少恶性
竞争，建立更加稳定的人才梯队。

多方努力，寻求更强社会认同

系统工程需要从长计议

技工有力量，企业才有希望，“中国制造”才有未来——

技能人才，必须夯实的“金字塔”塔基
记者 黄合 周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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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技师学院
青年教师许明明在塑
料模具赛事现场。

机械手臂加速挥舞、工业机器
人听从指挥、汽车整车制造夺人眼
球、设计产品从图纸到现实⋯⋯走
在 2020 年浙江技能大赛现场，看
到的听到的似乎都在刷新人们对

“技能人才”的认知。
“过去说起技术工人，很多人

的第一反应就是蓝色的工作服、满
手的机油。随着产业更新换代的不
断加快，智能制造本身也对技能人
才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宁波
技师学院“90 后”青年教师许明
明说。

这次，他参加的项目是“塑料
模具”。在 8.5 个小时的比赛时间
里，需要将一张图纸中所展示的
60mm × 70mm 大 小 的 零 部 件 加
工出来。“从二维到三维，再从画
图到造型、数控加工，最后用注塑
机做出来、装配在一起，所有的环
节必须在规定时间里完成。”许明

明说。
这些年，随着智能制造成为越

来越多企业的共识，产业转型升级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乍一看，生
产线上的岗位不再像以前那样分得
细，但同时要对这么多智能设备进
行安装调试维护操作运行管理，技
能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显然需要
同步迭代升级。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压力也更
大了。”对于这样的快速“转变”，从
事技工教育 30 多年的宁波技师学
院校长李世存显然感触更深。

“ 前 几 年 我 们 还 在 讲 PLC 编
程，现在清一色是人工智能；不
久前还在研究自动化，现在都是

智能制造；前些天还在说自动抓
取，现在已经直接变成视觉分类
了⋯⋯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应用
迭 代 ， 甚 至 超 过 了 ‘ 高 铁 速
度’。”李世存说。

对此，宁波各类职业、技工院
校加快了教学改革和校企合作的步
伐 ， 特 别 是 紧 紧 跟 随 宁 波 建 设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的战略部
署，在学校专业设置上作出动态调
整，服务于地方经济。以宁波技师
学院为例，为了赶上产业发展的节
奏，目前已新开设智能制造相关专
业 5 到 6 个。

在这次大赛现场，我们也可以
看到，除了一些传统的技能项目以

外，还有不少数字经济、现代服务
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新兴项
目。比如，工业机器人应用项目
中，主办方直接采用当今最先进的
技术，将上海发那科机器人工作站
搬到现场进行作业比赛。

李世存坦言，技能大赛绝对不
仅仅是比技术、比技能，而是一种
技术技能的方向引领。虽说近年来
学校培养出来的高技能人才供不应
求，经常提前一年就被抢订一空，
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中国的技
能人才培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的技
能人才应该介于“工程师”和“传
统技术工人”之间，既要知道怎么
动手，也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干，懂
得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相结合，
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可以真正
成为支撑现代企业的技术中坚力
量。

技术迭代，甚至超过“高铁速度”

职业、技工教育改革压力山大

在中银 （宁波） 电池有限公
司，高级技师傅祥方绝对是个“响
当当”的人物。从一名电池专业职
高生到全国技术能手，从单兵作战
到领办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一
路走来的个中辛苦，或许只有他本
人最懂。

2016 年 6 月，以他为主参与设
计的无人智能生产线正式通过验收
并交付车间使用。在这个“黑灯车
间”里，实现了人机智能交互、智
能物流管理、制造工艺仿真优化、
数字化控制及状态信息实时监测等
技术的成功应用。项目完成后，电
池生产效率提高约 15%，单位能耗
也降低了 10%左右。

“没有一流技工就没有一流产
品。作为企业来说，我们就是需要
像傅祥方这样的优秀技能人才，带
领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快人一
步。他就是我们企业的‘宝贝’和‘财
富’。”中银 （宁波） 电池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毕燕静说。

据统计，截至今年 6 月底，全
市技能人才数量已达 169.1 万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 50.6 万人，高技能
人 才 占 技 能 人 才 的 比 重 已 达
29.95%。从绝对数量来说，我市在
高技能人才储备上已经有了长足的
进步，但从结构和质量上来看问题
依旧存在。

比如，工业发达国家初级、中
级、高级的比例一般为 155035，
而 我 国 约 为 454015， 基 础 型 、
低学历技能人才较多，中高级技能
人才稀缺，研究型高技能人才凤毛
麟角；我国技术工人劳动生产率水
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制造
业 产 品 质 量 合 格 率 达 到 94.16% ，
但与德国等工业强国相比仍有明显
差距。

“看上去产品可以做，但就是
差那么一点”。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几名参加技能大赛的选手
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制造与世界工业
强国之间的差距归结为两个字：精
度。

对此，许明明表示，别看只是
头发丝那么小的精度差距，它直接
与产品合格率以及企业的生产成本
控制挂钩。而这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的精度差距，就是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制约因素。

“我们工会组织在开展工匠人
才培育问题的调研中发现，和专注
于人力资本挖掘和梯队培养的大企
业相比，一些小企业没有看得那么
长远，甚至认为技能人才就是 8 至
10 年一个替换周期，在是否给予

技能人才再教育再培训的机会时，
显得犹豫不决、摇摆不定，既怕技
能人才不出众跟不上企业发展所
需，又怕技能人才过于出众，会被
其他企业挖了墙脚。”宁波市总工
会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说。

企业这种“短视行为”导致的
直接后果，就是大批量的现有技能
人才总体上教育年限偏短、知识水
平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再加
上社会上“速食文化”的冲击，一
些年轻的技工不愿意日复一日地定
下心来钻研，而是希望去一些收入
更高或者更能轻松“变现”的岗位
工作。

“过去我们常常说‘十年磨一
剑’，技术人才通向高技能人才需
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实践。但现实
是，不是‘学徒生怕师傅不教’，
而是‘师傅担心徒弟走神’，不少
年轻人耐不住寂寞，很难成长为

‘一流人才’。”一名来自企业人力资
源培训部门的工作人员说。

一流产品，迫切需要一流技工

技能人才存在结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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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装
置赛事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