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7日，2017年中国国际技能大赛苏州赛区，中国选手孟如意在时装技术项目比赛中。随着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高技能人才愈加受重视。 新华社 图

我国制造业体量巨大
但缺乏核心技术， 长期处
于产业链条的末端。为此，
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 但却面
临“设备易得、技工难求”
的尴尬局面。

“我们很缺技能人才，
正在出现‘青黄不接’的情
况。”深圳市智科通讯有限
公司董事长塗皓介绍，随
着企业的转型升级， 其产
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但高技能人才却越来越
少，长此以往，不要说产品

升级换代， 就是维持现状
也很困难。

科技的进步、 产业的
发展， 都需要技能人才的
规模、结构、层次、布局与
之相协调。

“你知道潜艇的螺旋
桨吧， 其加工水平决定了
潜艇的噪音大小。”广东省
机械技师学院学生张志坤
在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数
控铣项目上获得了金牌，
他的理想就是加工出超静
音的螺旋桨。

在此次中国国际技

能大赛期间， 张志坤说，比
赛要求选手完成三个不同
材料的零件加工，这三个零
件大约长150毫米、 宽100
毫米、厚50毫米，但误差却
要 保 持 在 0.0015 毫 米 到
0.04毫米之间。人的头发一
般是0.24毫米左右，这就是
说误差最多只能有一根头
发丝的约1/6。

空间站、航母、战斗机、
高铁……这些都需要“八级
工”！其实，高技能人才在追
求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
就做出了对国家的贡献。

创富 财智前瞻04

高技能“行情看涨”，“八级工”大有可为
“高级蓝领”紧缺，全国只有4501万人 呼唤“工匠精神”，两重障碍仍需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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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谈心录

让“潇湘号”动车飞驰在三湘大地
———“两小时高铁经济圈”如何改变你我的生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
建设司司长张立新9日透露，截至2015
年底， 我国有技能劳动者1.65亿人，占
就业人员总量的21%， 高技能人才达
4501万人，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6%。

从载人航天、 蛟龙下海可以看到，
我国顶尖技能人才的作品可与世界强国
媲美，但手表、汽车、机床等量产产品在
质量上却不能相提并论。 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技能人才金字塔的塔基不稳：
从原料生产到制作加工成形环环相扣，
一个工序出问题就会满盘皆输。

“在工业领域，正常的人才结构是
1个科学家、10个工程师、100个技能
人才。”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
说，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引进，而各国
都没有大规模引进技能人才的先例。

从市场供需来看，近年来，技能劳
动者的求人倍率 (岗位数与求职人数
的比)一直在1.5∶1以上，高级技工的
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1以上， 供需矛
盾十分突出。

当前， 市场经济中的供求关系正
在发挥作用。“我们学校99%的毕业生
实现就业， 就业一年内的毕业生月平
均薪酬超过4000元，优秀毕业生及深
圳紧缺专业毕业生薪酬可达7000元
以上， 高于一般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薪
酬。”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王海
龙说，在欧美和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中等收入人群的主体是技工，也就
是“高级蓝领”。

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八
级工代表着高技术和高收入， 备受
推崇与尊敬。如今，随着我国经济转
型升级、产业迈向中高端，这些高技
能人才愈加受到重视。

尽管我国技能人才队伍正在
不断发展壮大，但总量严重不足、
结构问题突出、 人才断档等现象
依然严重。

对此，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指
出，从思想上看，中国学而优则仕
的观念根深蒂固，重学历轻能力、
重知识轻技能的现象普遍存在。
从政策方面看，人才的评价制度、
选人用人制度、 待遇政策等主要
还是和学历挂钩。

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2016年3月， 中共中央

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 意见明确，研
究制定技术技能人才激励办法，
探索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试
行年薪制和股权制、期权制。

———2016年10月，国务院印
发《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
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提出
实施七大群体激励计划， 其中第
一类群体就是技能人才。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
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
精益求精，完善激励机制，培育众
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
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
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需要一支拥有现代科技知识、
精湛技艺技能和较强创新能力的
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 我们比历
史任何时期都能更好地为技能人
才提供成长、成才、实现价值的发
展空间。”张立新说。

■据新华社

“八级工”不可或缺

高技能“行情看涨”

被高铁改变生活的7300万
湖南人民， 这几年都深深感受到
了快速发展的高铁所带来的巨大
变化。 当前， 我省已经建成高铁
1378公里，在建高铁918公里，境
内高铁覆盖率达到70%以上，全
省14个市州有10个开通了高铁，
湖南正大步迈入“高铁时代”。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我省将优
化交通格局和空间结构， 进一步
完善高铁网络， 让湖南14个市州
都通上高铁，形成以长沙为中心，
拥有8个通道的大网络高铁格局，
构建“两小时高铁经济圈”。那么，
“两小时高铁经济圈”到底会如何
改变你我的生活呢？

出行更便捷
生活品质明显提升

在高铁没有出现之前， 人们
选择的出行方式一般是飞机、火

车或汽车， 其中最为快速的是飞
机。但因航班有限、机场较远、经
常延误、票价较高等原因，使得坐
飞机出行这一方式受到了一定限
制。高铁出现后，其快速、舒适、准
点、经济等特点，让大家的出行变
得更为快捷， 也让人们路途中的
幸福指数大为提升。

更重要的是，高铁带来了我
们生活品质的提升。我们的生活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地理
空间。比如，为了上班方便，我们
要选择离上班地点更近的住所；
为了入学方便，我们要选择离学
校最近的房子； 为了生意方便，
我们要选择离市场最近的地点。
而很多单位、学校及市场，都集
中在中心城市。为此，人们都往
中心城市挤，以至城市的空气质
量越来越差、 交通越来越拥堵，
人们的生活指数不升反降。随着
高铁的开通， 特别是随着我省

“两小时高铁经济圈”的形成，一
地工作但异地买房、一地居住但
异地就读、一地生活但异地享受
的情况将不再是梦想。

要素配置更合理
产业发展明显升级

俗话说，“要想富， 先修路”。
交通条件的便利与否， 对一个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
响。 在以火车和汽车为主要交通
工具的时代，凡是通铁路、通高速
公路的地方， 往往都能得到更好
更快的发展。比如，株洲和怀化被
称为“火车拉出来的城市”，遍及
全省的高速公路网也带来了全省
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而高铁的到
来所带动的高铁经济， 成为了新
一轮经济提质加速的增长点。

如果说，一条铁路可以孵化
一个城市，那么，一条高铁则能

让这种孵化升级。目前，我省以
省会长沙为中心，与省内其他城
市的“1～2小时高铁交通圈”正
在加快形成，沿线各城市的“同
城效应”更加明显，区域文化圈、
经济圈、产业圈的形成已经成为
必然。高铁不仅带动了沿线一大
批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实现了沿
线一大批产业的重新布局和资
源要素的重新配置。当前，我省
文化旅游产业的井喷、轨道交通
产业的发展，高铁在其中所做的
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开放的步伐更快
区位条件明显优化

湖南是一个典型的内陆省
份，在加快开放发展的过程中，面
临着不沿边、不沿海的区位掣肘。
很多好的产品因此找不到好的销
路， 很多好的项目也因此引不进

来。而高铁的出现，不仅缩短了我
省与珠三角、长三角的时空距离，
也悄然改变着我省在中部乃至全
国经济版图上的坐标定位。

1296公里、“两纵两横”， 通过
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内陆湖南与
经济发达地区更紧密地对接了起
来， 从长沙到广州只要2个多小时，
从长沙到杭州只要4个多小时，从
长沙到上海只要5个多小时……湖
南将更高速地与这些地方连通，
这些地方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
素也将更高速地向我省流动。可
以说， 高铁不仅强化了湖南交通
枢纽的地位， 更强化了湖南辐射
集聚的能力， 内陆湖南后发赶超
的基础更稳固、动力更强劲，优势
也更明显。高铁，使得长沙一跃成
为高铁枢纽城市， 湖南也由此改
变了不沿边、不沿海的内陆状况，
成为开放的前沿之一。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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