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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
多举措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A

这是一组可圈可点
的数据：截至9月底，海
南全省技能人才总量已
达81万余人，其中高技
能人才达12万余人。

对照《“技能自贸
港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3—2025 年）》的
技能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总量目标，提前1年多完
成，动能何在？从产业、
社会和文化生态三个维
度透视“技能自贸港”建
设，呈现不一样的景观，
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文化生态：
以“工匠精神”打造“技能自贸港”

C
社会生态：

对技能人才“高看一眼、厚爱三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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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自贸港”三年行动技能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总量目标提前完成

“技”无止境 赋“能”有道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蒙思奋

即使是“三班倒”，全天候仅靠人力值守，
深夜也难免有偶尔打盹的风险。

怎么办？向科技借力。在国家能源集团乐
东发电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制水车间，元气满满的

“国产化四足‘机器狗’智能巡视系统”，一投入使
用就显得“风头无两”——每天24小时巡检，能
完成200多项工作，效率远超人力巡检。

这款“新神器”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作为机器狗智能AI巡视技术研发人员之

一，林师师回忆道，研发历经1年，尤其是2021年
疫情期间，正值攻关阶段，参与的研发人员克服
一切困难，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组装、调试，并在
不同应用场景中反复验证，才于2022年10月将
机器狗投入使用。“尽管机器狗在使用中效果不
错，但我们还要不断改进优化。”他语气谦虚。

“不断改进优化”，是技能人才永不满足、精
益求精的共同追求。

“在制造业领域，尽管工业机器人应用日趋
广泛，但某些特种行业的特殊场景，仍然离不开
人工作业，这对产业工人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要
求极高。”致力于研究和推广机器人焊接技术的
海南省技师学院教师吴鹧分析道，在“技能自贸
港”建设进程中，无论是机器人作业还是人工作
业，都需要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可喜的是，“工匠精神”正在青年一代身上传
承。第二届海南自贸港技能大赛数字建造项目
冠军、“00后”女孩刘雅说，她不仅要在“数字建
造”项目的建模中优化提升，更要在以后的推广
应用中创造优质工程。

提升技能人才的文化生态，逐渐产生“溢出效
应”。海南首次向境外开放茶艺师认定是例证之一。

“成为中国茶艺师，我很自豪！”1月3日，在三
亚生活、工作的俄罗斯人奥丽娅，捧着刚获得的初
级茶艺师证书感慨道。像她这样，当天有13名外
籍人士在琼首批通过茶艺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定：
“海南自由贸易港放宽境外人员参加职业资格考
试的限制，对符合条件的境外专业资格认定，实
行单向认可清单制度。”基于该规定，2023年12
月9日，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大胆创新，
允许境外人员参加海南省茶艺师考试，并指导三
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设立茶艺师（五级，初级）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考点。

“可以预见的是，会有越来越多热爱茶的外
籍茶艺师参与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事业中。”国家
一级茶艺技师和评茶技师、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
院副教授林娟认为，为茶艺师等技能人才营造良
好文化生态，将在全球范围内为“技能自贸港”建
设汇聚更多优秀技能人才。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

4月29日，海南省技师学院教师汪丽、陈绵睿，分
别以《扬一技之长，绽青春光彩》《技能成才，出彩人生》
为题，结合自己与身边有志者成长成才的经历，生动讲
述如何用技能成就光彩人生的精彩故事，引发听讲青年
学子共鸣。从3月21日启动的我省“技能光彩行动”，内
容包括“技行琼州”宣传、“众人拾才”调研、“点石成金”
培育、“技能有薪”推广、“技能焕彩”展示等活动。

依靠技能成就光彩人生，罗健也有颇多感触。
9月28日，同事下班后，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

司设备保障部高级修理工罗健像守护老朋友一样和机
器设备待在一起，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并把耳朵贴近设
备，仔细听机器运行的声音。此前不止一次，他从细微
的声音中听出杂音，经过检修，第一时间排除了故障。

“对机器设备进行维保，就跟中医讲究‘望、闻、问、
切’那样，要及时诊治，防微杜渐。”他深有体会地说。

当初从四川来到洋浦港打工，罗健只是一名普通装
卸工，但由于潜心钻研电工与电子技术、电气控制技术，
他曾夺得公司设备保障部电气维保人员技能比武一等
奖，更是在无数次检修中解决了多个技术难题，并发挥

“传帮带”作用，指导培养了一批徒弟。由于工作成绩突
出，他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司还专门成立了“罗
健工作室”，由他领衔技能人才团队。近3年来，他带领
团队做好设备维保，在科技创新方面屡有建树，共有37
个项目落实并实现，为公司直接节约资金逾300万元。

罗健成为独当一面的技能人才，除了个人努力，离
不开企业给力、业界助力和社会认可。

怎样让更多罗健式的技能人才有荣誉感、归属感、
获得感？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技能自贸港”三年行动方
案（2023—2025）》（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深化
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加快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根据《行动方案》，对2023年度及以后毕业的技工
院校学制教育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参照大学本
科毕业生标准给予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海南将
采取系列有效举措，包括提高高技能人才在各级各类
表彰和荣誉评选中的名额分配比例，适当调整奖励人
数和标准，推荐高技能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优先推
荐参加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评选等。

《行动方案》注重从技能人才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干
部，实行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工会等群团组织中挂职或兼
职制度，明确县级以上工会组织领导班子中，至少有1名
高技能人才挂职或兼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群团组织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以及省委联系服
务专家中，应有一定数量的高技能人才。

“‘技能自贸港’行动是自贸港建设的坚实‘底座’。
让技能人才有职有位，彰显出我省对技能人才的重视和
尊崇，营造出对技能人才‘高看一眼、厚爱三分’的良好氛
围。”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局长赵微表示，将继
续努力，推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体系更加完善，培养、引
进、使用、评价、激励机制更加健全，尊重技能的社会氛围
更加浓厚，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明显提升。

区块链，这个一度让公众陌生但产业应用越
发广泛的新事物，因为陈印霁“破天荒”般的获奖，
在省内广为人知。

2023年9月，我省代表团91名选手参加第二
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69个项目的比赛，取得1枚
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和35个优胜奖的成绩。
其中，海南代表团选手陈印霁在此次全国赛的区
块链应用操作项目中夺得金牌，实现了我省在全
国技能大赛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基于互联
网、具有信任机制、数据难以篡改的记账体系，在
每次交易中都会形成一个区块，是分布式数据存
储在互联网经济中的推广应用。”陈印霁解释道，
比如网购时，从下单、拣货、打包、交货、转运、送达
到签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会形成一个闭环的不
可逆的流程区块。

他认为，海南已有多个区块链应用示范项目
投入运行，未来在教育、医疗、物流、商贸、金融、旅
游等领域，区块链应用将以“智慧大脑”赋能自贸
港建设，不断发挥数字经济优势。

包括区块链在内，在赛项设置上，产业布局提
供了指南和支撑。我省聚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
围绕国家急需、海南所长培育发展南繁、深海、航天
三个未来产业，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这为技能
大赛项目设置和技能人才成长构筑起宽广舞台。

2019年以来，我省连续举办综合性的职业技
能大赛，共培养选拔技能人才超过1万人。全省企
业岗位“练兵”、院校技术“比武”蔚然成风，发挥了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才、以赛促产的作用。

除了持续举办技能大赛，我省鼓励校企对接，
让更多技能人才在实践中磨砺技能。

其中，西北工业大学与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
射有限公司签约合作，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
海南众多企业在依托重点高校引进高端人才的同
时，促进在职员工继续教育，进一步提升技能人才
工作能力和参赛实力。琼海市“世界热带水果之
窗”专家服务基地负责人、海南自贸港高层次人才
王俏说，该基地联合多所高校建立世界热带水果
研究院，让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与专业人才精准对
接，并带动一批技能人才快速成长。

在技能人才培养上，我省规范培训和评价机
构管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群体，高质量组织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其中，2024年全省计划开展补
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10万人次。

我省在更广范围优化技能人才资源配置。省
人力资源开发局与省外141所院校共建海南省引
才工作站。这些院校中，既有国家“双一流”“985
工程”“211工程”建设重点高校，也有省级高校和
职业技术学校，有利于引进和打造金字塔式的人
才梯队。在“百场万岗”校招活动中，我省相关企
业在海口、三亚等省内市县以及贵州、甘肃、湖北
等省多所职业学校开展“招工留才”活动，招录了
一批与产业需求契合的技能人才。

一线

提升就业组织化程度

我省培育壮大农村
“三支队伍”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蒙思奋 崔江

9月29日，虽然天气炎热让人汗流浃背，
但海口市一栋在建房屋内的水电工何承儒与
团队成员一丝不苟地铺设线路、拧紧螺钉。

“我们团队有一个名称，叫‘野马水电
队’。”施工间隙，来自儋州的何承儒介绍，这个
名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像野战军一样作战，
在施工中能够吃苦耐劳；二是要让“野马”跑成

“千里马”，团队成员都能成长为技能人才，发
扬“工匠精神”。

超强台风“摩羯”造成我省部分市县的房屋
等受灾严重，“野马水电队”转战于文昌、海口等
地，加班加点，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从单打独斗的农民工到劳务带头人，何承
儒的就业创业走过了摸爬滚打的过程。对此，
乐东黎族自治县劳务带头人杜进武也有类似
的故事。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是从泥泞里淋过
雨、摔倒过的人，深知农民工就业创业不容
易。”杜进武动情地说，在外闯荡的他回乡创办
了人力资源公司，得到就业等部门的关注并加
以扶持。

为发挥像何承儒、杜进武这样的农村能人
带动就业的作用，从2021年起，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省就业局）指导各市县挖掘培育农村劳
务带头人、致富能人和乡村匠人“三支队伍”。

去年11月14日，海南省“三支队伍”促就
业创意集市暨2023年带头人促就业典型颁奖
活动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月三”广场举
办，全省“三支队伍”中带动就业的一批先进典
型脱颖而出。

今年初，我省印发“三支队伍”服务倡议、
关于加快培育“三支队伍”的通知，广泛调动

“三支队伍”带动就业积极性，助力提高“三支
队伍”服务水平。截至目前，全省农村“三支队
伍”人数从2021年的1717人、带动就业2.5万
人次，发展壮大到7006人、带动就业19.04万
人次。

据了解，省市联动多举措助推“三支队伍”
提升能力：省级统筹，市县支持，形成合力；举
办各类活动，活跃气氛，搭建对接平台；加大推
介力度，提升带头人荣誉感、归属感。

值得一提的是，9月26日，第三届公共就
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全国赛成绩揭晓并举行
颁奖仪式，海南省“三支队伍”因有效带动农村
劳动力就业，获得优秀就业服务项目二等奖。

目前，我省持续开展各类能力提升、巡回
讲堂、基层服务团等活动，将确保“三支队伍”
在 2024 年底达到 7100 人、2025 年底达到
8000人的目标。

“我们将推动农村‘三支队伍’融入就业新
业态等产业链，有效提升农村就业组织化程
度，不断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局长赵微表示，将大力
支持农村“三支队伍”发展壮大，持续开展政策
引导、技能培训、创业服务，发挥他们的带动作
用，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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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自贸港

制图/陈海冰

8月28日，海南网约配送员首次参加省级
技能大赛。图为参赛选手在取件。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宗平 摄

俄罗斯夫妻谢尔盖和丽莎在海南通过考试和认定，今年1月获得中国茶艺师证（初级）。图为他们在进行茶艺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