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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海同代表指出，一些部
门、地区依然将质量意识作为理
念和口号，并没有将其作为产业
发展战略来对待，他建议把“质
量强国”作为国家战略明确确定
下来。同时，强化国家质量技术
基础能力建设，抓紧建设一批国
家级精益计量，整合清理质量标
准，加强检验检测认证体系建
设。再者，要加快培育质量技术
人才，营造“工匠辈出”的氛围，
建立企业质量信用档案。

“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推
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离不开人才

队伍的强化和立法保障。”张维
华呼吁，要积极推进质量人才社
会培养评价，健全多层次人才培
养体系，努力提升高技能“工匠”
人才的社会地位，大力培育和稳
定职业技术人才队伍，为质量强
国提供坚实基础。同时，加快制
定质量促进法，激励企业树立长
远目标。加强国家质量发展技
术基础，丰富质量评估与监督手
段。使国人能买中国制造，淘中
国品牌。

“振兴实体经济需要工人群
体，要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李玉赋代表呼吁，要给予工
人群体更多的保障，大力弘扬工匠
精神，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

朱雪芹代表则提及，今天，
职工夜校既是工会组织探索打
通服务职工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试验田，也是职工群众实现

“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实
现”的课堂。“工会组织可以利用
文化宫、俱乐部、职工之家、基层
服务站等场所，作为职工夜校的
培训基地，这是一种技术技能的
提高方式，也提升了工会组织场
所资源的利用率。”

人大代表呼吁：要出“大国工匠”必须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

改变高职院校有学历无学位问题
“质量之魂，存于匠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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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
众多‘中国工匠’。”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度提
及工匠精神时，又一次引发诸多代表的共鸣。

“如果我们质量管控体系管不住的话，再多的工
匠也没用。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含义就是对每一道工
序的兢兢业业，而监管部门必须要介入这个过程。”
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徐小平说道。采访中，代表们还
普遍呼吁，要出“大国工匠”必须重视技能人才的培
养。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昕璐 北京专电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要“鼓励企业开展
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这是“工匠精
神”一词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
度提及，而且仍将其与质量相
联系。

现任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发动机厂维修部门高级经理
的徐小平代表是从基层走出来
的，对质量的管控和工匠精神的
体会或许比一般人更深一些。
徐小平讲述了一个他亲历的故
事：他曾去一个民营企业调研，
发现这个企业的产品做得非常
好。一方面有非常强大的开发
团队，运用了国外技术标准，另
一方面企业全球采购最好的零
配件集成，水平比较高。

“我问那个企业的老总，有
没有国产的零部件？回答是很
少。为什么连一个国产螺栓都

不敢买？原来，汽车制造对螺栓
的要求是，一个螺栓用在关键部
位，凡是有受力要求的都是一次
性的。旋过以后，拆掉就扔掉
了，不能重复使用。每个螺栓我
们都是有标号的，它的扭曲和强
度都是有要求的，我们在工业使
用螺栓时，都是根据它的标号用
到合适的场合，然而我们在市场
上买到的螺栓，标号是对的，材
质却是不对的。某些企业为了
降低成本，粗制滥造，造成的后
果是装在某个部位时间一长，就
松掉了，或者时间一长，就烂掉、
锈掉，造成安全隐患。”

徐小平感慨地说：“一个负
责任的企业绝不会去买这样的
螺栓，再便宜都不会用。但是，
我们这些产品遍地都是。”

张维华代表指出，国人竞相
到国外采购或在网上“海淘”，说
穿了其实正是我国扩大内需目
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国内
产品质量的信心不足。

不能为了降低成本粗制滥造

徐小平的调研发现，我国的
质量监管体系有质量认证过程，
所有的制造企业必须通过认证，
但是在认证过程中流于形式的
比较多。与此同时，在日常生产
过程中，存在一个不好的风气：
为了降低成本，有些制造粗制滥
造，进行低成本制造。

为此，徐小平建议，应建立
监管生产过程的质量管控体系，
利用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质检
部门进行协同，并对产品生产线
上的工位进行抽查，让粗制滥造
的零件不许流入市场，并倒逼企
业对每一道工序的认真负责。

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质量管
控体系管不住的话，再多的工匠
也没用。“我理解的工匠精神含
义就是要对每一道工序的兢兢
业业，而监管部门必须要介入这
个过程。”徐小平举例说，比如一
条生产线有10个工位，今天查1
号工位，过两天查8号工位，让粗
制滥造消失，让不符合标准的零
件不要流入市场。"

沈志刚代表也有相似的观
点，他认为，检验检测是国家质

量基础和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
部分，但是，目前检验检测机构
种类繁多，良莠不齐，监管缺失，
很难追责。

他以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
件引发的一系列质疑为例指出，
这一事件让国内检验检测机构
的公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而
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质量监控
方面存在着体制性的问题，法律
体系不健全，追责制度未完全建
立，检验检测行业存在各种乱
象，有的瞒报结果，有的为了追
求利益违规提供虚假报告。

沈志刚建议，加快推进检验
检测资质认定的立法工作，对
相关30多个部门出台的法律法
规进行梳理规范，并加快推进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联合
评审统一发证工作，由国家监
委牵头，各部门共同制定审定
标准，成为国家标准。同时，建
立全国检验检测机构网上公示
查询机制，使得合格的机构在
网上进行公示，实时接受政府
监督和社会各方面监督，提高
社会公信力。

要建监管生产质量管控体系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

2016年就业增长超出预期，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人数再创新高，
此外，2017年要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这一点让骞芳莉代表
觉得，除了本科院校，高职院校
也应在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作
用。然而，同为高等教育的组成
部分，高职院校却在招生和就业
市场上地位不足。

“不少人印象中将高职院校

视作低层次的高等院校，结果，
本科大学生源过热，而大量高职
院校却出现‘零投档’。”说罢，她
给出了一组“零投档”的部分省
市院校数据。

骞芳莉认为，不少高职院校
为了摆脱这一局面特意更名为
本科大学，而这对高职本身的专
业特色发展恰恰是不利的。

“我国要培养大国工匠，高
职教育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骞芳莉建议，尽快建立高职
和本科教育之间的直通车，互相
承认学分，使得高职毕业生在就
业和继续深造方面有更多可能，
而不是“一校定终生”。

同时，她认为应该尽快改变
目前高职院校有学历、无学位的
问题，“不妨在高职院校设‘副学
士’学位。可以在一部分高职院
校先行试点，逐步推开。高等教
育不仅要有‘学’，还要有‘术’。”

徐小平强调，要出“大国工
匠”要重视技能人才的培养和人
才政策的制定。放眼当下，即便
是一流的技能人才的收入也不
高。“去年参加一次交流会，全国
共有500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其
中 100 多个领军人才聚集在一
起，讨论待遇问题。一些航空领
域的技能人才，一年十几万元左
右年收入并不高。为了鼓励工
作室创造效益，一些地方每年给
工作室10万-20万的补贴。”

在这些人眼里，其实大家不

需要补贴，手头有技术，只要政
策有倾斜，就可以赚钱。为此，
徐小平建议，体制机制上还要创
新，可以更开放、更灵活。“技能
人才手中有技术，不要把技能人
才封在一个企业中，建议制定更
加开放灵活的人才政策，这样技
能人才会走得很好，可以为企业
创造更大价值，也能服务社会、
为解决就业问题贡献部分力
量。”徐小平认为，要解放思想，
让有技能的人面向社会，创造利
润，而不是封闭在一个企业当

中。如果在体制、机制上有所创
新，技能人才的发展之路可以走
得很好。

另外，徐小平也看到，很多
高校都在组建智能制造的实验
基地，培养学生对接企业的功
能，主动和企业对接，但还是出
现了“对不上”的问题。他建议，
不妨组建中介机构，由社会团体
行业协会承担，为学校和企业之
间搭建桥梁，让学校在平台上找
到对接路径，脚踏实地培养应用
型人才。

提升高技能“工匠”人才社会地位

不妨在高职院校设“副学士”学位

人才政策还要创新可以更加灵活

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离不开技术人才。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