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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上海市委办
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了《技
能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1
年）》（以下简称为“《计划》”）。
《计划》明确，今后将从提升技
能人才政治地位、提高技能人
才收入水平、解决住房等技能
人才切身问题、提供技能人才
保障服务等方面切实提升技能
人才待遇。

此次《计划》关注了技能人
才的培养、评价、使用、引进、激
励、保障等方面的痛点，并明确
从九个方面优化技能人才的成
长环境。《计划》明确，2021 年
前，上海各级政府、行业企业、职
业院校、社会力量多方协同的职
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基本形成，具
有辐射带动作用的高技能人才
培养基地要达到120家，市级首
席技师等高技能领军人才要达
2000名，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要
达到200个。“目标是到2021年，
实现三个‘明显’、一个‘基本’：
劳动者整体技能素质明显提升，
技能人才待遇明显提高，技能人

才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明显改
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能人才
高地基本建成。”市人社局副局
长张岚表示。

2017年11月，对长期扎根
基层，做出重要贡献业绩的专业
技术人才，上海人社有关部门将
开辟职称评审“绿色通道”，不受
所在单位岗位总量、结构比例限
制。在2017年11月发布的《关
于加强本市基层专业技术人才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中，为使
得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引得进、留
得住、用得好，市人社局发布了
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
实施意见，从完善基层专业技术
人才评价机制、完善基层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和岗位管理制度、健
全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
加大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力
度、积极引导各类人才向基层一
线流动等方面提出实施意见。
据悉，实施意见适用于区属及以
下事业单位、中小企业重点是科
技型中小企业、相关社会组织中
的专业技术人员。

1997年出生的杨山巍凭借其技能特长，在2017年第44届技能大赛上获得了车身修理项目金牌，并在赛前就拿到了上汽
集团的录用通知。从世界技能赛场到上汽工厂，自杨浦职校毕业的青年小将杨山巍收获了世界500强名企岗位，得到了市级、
国家级多重荣誉。苦练技能、勇夺金牌、人才落户、进入名企、打磨技术……这些关键词串联起了杨山巍在逐渐重视技能时代
下打破“重学历、轻技能”偏见的个人经历。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技能青年人才“香饽饽”的提升路：凭技能落户上海 走入 世界500强名企

21岁技能“网红”杨山巍：选择 技术之路也可以改变人生

近年来，上海青年技能人的荣
耀感在通过竞赛等形式逐步攀升。

在2017年举办的第44届世
界技能大赛中，上海共有6名青年
选手代表国家参加了6个比赛项
目的角逐。最终杨山巍、潘沈涵
分别夺得车身修理项目和花艺项
目2块金牌，实现了上海选手参加
世界技能大赛以来金牌数为零的
历史性突破。此外，网站设计与
开发项目与餐厅服务项目的两位
上海95后青年也获得了优胜奖。
他们不仅走向了世界舞台，也在
上海市民眼中成为了青年“技能
网红”。杨山巍也成为不少学弟、
学妹们的“偶像”。不过在谈起走
上技能之路的原因时，杨山巍坦
言一开始是“不得已之选”。

杨山巍随着从四川到上海
工作的父母在上海读书。2012
年，杨山巍从松江区九亭中学毕
业。中考失利的他在家人建议
下，选择在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
学校汽车专业就读。对汽车钣
金一无所知的杨山巍到学校后，
看到学长把一辆残破的旧车经
过切割、焊接，“改造”为近乎崭
新的汽车，便对“汽车外科医生”
这一职业心生向往。

2014 年，杨山巍经过层层
选拔进入世赛车身修理项目全
国二强，眼看着可以代表中国参
赛，却在 2015 年 3 月世赛“2 进
1”环节，以微弱差距错失了参与
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机会。

同校的好友罗良代表中国参赛
竞技。比赛“落榜”的杨山巍恰
逢毕业，便到一家奔驰4S店工
作。2016年8月，杨山巍得知还
有机会参加新一届比赛的选拔，
毅然辞去工作，回到学校参加世
赛筛选。“断了后路”的杨山巍全
身心地投入训练与备赛过程中，
并入选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车
身修理项目的中国集训队。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职业技
能届的“奥林匹克”，有来自多个
国家的选手同台竞技，除了来自
职业院校的师生，还有世界顶尖
企业的技能名师，竞争非常激烈。

为让成绩更进一步，每位青
年技能人都离不开苦练功夫。
杨山巍在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
11点甚至更晚，除了吃饭，所有
时间他都是在训练室中度过
的。据不完全统计，杨山巍在集
训期间训练磨损的各种钻头达
300多个，消耗的各种打磨片近
1000块。经过对标实际操作的
精准训练和良好的应赛状态，杨
山巍最终代表中国获得了第44
届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
的金牌。

和杨山巍同班的初中同学们
有的在大学中深造，有的也走上
职业技能岗位。对杨山巍而言，
技能改变了他的人生路。“我也通
过自己的经历感受到，我们虽然
学习成绩平平，但选择技术之路
也可以改变人生。”

【小将成才】选择技术之路也可以改变人生成为“偶像”

“每位学生进入职校前都是
一张白纸。想在白纸上画好图，
离不开‘大师’指导。”杨山巍曾就
读的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校
长卞建鸿分析说，最近几年，上海
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硬件设施也
在不断发展，多数专业都在建立
实训室。“我们在考虑培养什么样
的学生、什么眼界的学生时，会搭
建相应的环境，对标一流企业的
做法。”作为上海职业培训的参与
者与见证者，卞建鸿坦言，上海职
业学校在发展时曾遇到了“一头
热”情况。校方想与企业合作，输
送技能人才。企业却“紧闭大
门”。2007年刚担任杨浦职校校
长的卞建鸿也关注到此情况，于
是从校企合作入手，“开辟”校内
人才培养新途径。

“想好就要去做，瞄准高端企
业。”卞建鸿介绍说，旅游专业“牵
手”了锦江集团。2010年，汽车维

修专业群中的钣金专业作为突破
点，与卡尔拉德公司进行合作。紧
接着2011年，杨浦职校汽车维修
专业马上又与上汽集团构建起校
企合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海
职业教育学校在培养学生时使用
校企合作方式，对标一流企业的用
人需求进行人才梯队建设。

“这些年来，企业、学校逐渐
以校企共建的形式‘两头热’了
起来。”卞建鸿说，不同于一般的
合作——将毕业生输送到企业，
杨浦职校更注重“深入融合”。
企业提供学校耗材，提供实训场
地之余，还接受职校教师到企业
学习深造。学校也邀请企业内
技术人员到学校为学生授课。
企业在此过程中也可“跨前一
步”培养职场所需的技能人才。

据上汽乘用车分公司团委
书记么玮琦介绍说，上汽不仅与
校方通力合作，提供教学、比赛

装备、经验丰富的师资，还为技
能人才打通了就业渠道。杨山
巍的师兄罗良在第43届世界技
能大赛上获得了车身修理银奖
后，成为了当时集团内最年轻的
钣金技师。除了吸引人才外，企
业同样会为他们提供培养途径。

在杨山巍工作的上汽乘用车
分公司里，青年员工会经历“双一
线实习”培养方式。“双一线”指的
是在制造、营销一线。刚进入公
司的工程师无论是何学历，都会
先派到制造、营销公司参加一个
半月的实习工作期。

在制造一线，青年员工一步
步熟悉整车制造流程。“一线顶
岗相当于让刚进入工作的员工
们把理论落在实践中。”在经过
制造一线实习后，全体新入职青
年员工们则加入各地的公司4S
店，从营销一线熟悉了解终端客
户的需求。

【模式优化】企业、职校逐渐以校企共建的形式“两头热”

卞建鸿校长观察到，在改
革开放 40 年中，职业学校的

“地位”发生过多次变化。
20世纪80年代推出中职、

高职模式时，适龄青年积极报
名参与。随着产业革新，读职
校却逐渐成为“不受待见”的事
情。“你到职业学校去干吗？好
好读书。”很多家长对孩子上职
校的想法难免会有偏见。“但这

些年来，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
孩子学习技能也能成材。”卞建
鸿介绍，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
车身修理项目银牌获得者罗良
当时被上汽集团“免检”录用，
成为当时企业第一位中职学历
员工。杨山巍也在参加世赛比
拼前拿到了上汽的录用通知。
在卞建鸿看来，发展“中国制造
2025”时，企业、社会都需要更

多技能人才。在“劳动光荣，技
能伟大”背景下，青年匠人也将
逐渐成为“主力军”。

卞建鸿从事职业教育11
年，感受到上海职业教育的不
少“领先点”，“比如上海职业
教育学校近年来重视对标国
际视野，跨前一步培养出符合
当代社会经济和企业所需要
的人才——也就是现在社会

所提倡的大国工匠。”他以杨
浦职校举例说，当下职业教育
在课程设置方面也是紧跟时
代的脚步，“比如在汽车维修
这一专业中，教学时我们引入
胶粘、铆接、铝合金修复以及
新能源技术新课程，可谓全面

‘对接’市场需求。”
世赛标准对上海青年人才

培养的影响在教育者的眼中是

明确的。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
党委书记柳如荣表示，参加技
能比赛的学生在求职时便被公
司在第一波争相录用，可见实
际操作的人才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学校近年也把大赛的内容
反哺教学，借课程改革，把教学
内容更偏向动手能力，也更加
注重技术化、智能化，培养技能
型的人才。

我国在2011年首次参加
在伦敦举行的第41届世界技
能大赛。“当时算是在技能切磋
上‘打开国门’。”杨山巍参赛时
的车身修理项目总教练叶建华
表示，之前很少有机会与20多
个国家和地区技能人才切磋交
流。当踏上世界技能大赛舞台
后，单是教练们都可明显感受
到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的短板
与差距。“但这7年来，我们在
对标世界先进标准查漏补缺过
程中，技能人才培养也明显有
了提升。”

在青年技能人才打造过程
中，市人社局就业促进中心处
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上海正
通过“以赛促教”的方式优化青
年人才队伍。据介绍，上海市
每年采用“比赛、观摩、展示、体
验”为一体的方式开展“中国技
能大赛——上海市职业技能大
赛”（市级一类竞赛），同时指导
各区、主管局、行业企业等主管
部门大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

动，年均约有 10 万多人次参
加。此外，通过层层选拔，积极
选派上海优秀选手连续参加四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成
为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
赛的承办地。2021年，世界技
能组织各成员国或地区的技能
青年将在上海共同竞技。

经过选拔，上海青年技能
人才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的舞台上展现了优秀的“中国
成绩”。如今，上海的青年技
能人才经过世界技能大赛的
历练，又镀上了“国际化”与“世
界一流”的闪耀金。第44届世
界技能大赛网站设计与开发项
目优胜奖获得者孔元元在接受
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比赛前，走
进当地社区、小学。组委会希
望我们用亲身经历影响小朋友
和当地市民，传递学技能不仅
可以优化生活，还可改变人生，
甚至有机会成为世界冠军的
理念。”孔元元说，他也希望更

多人意识到，进入技校学技能
并非“不好意思”的事情，而是
一件充满“工匠精神”的荣誉
之选。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到，在新时代，要建设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
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
精的敬业风气。近年来，无数
技能前辈用岗位成就助力着各
行业的技能崛起。他们也用切
身行动逐步改变着“重学历、轻
技能”的观念。第46届世界技
能大赛申办形象大使、中国技
能大师、宝钢股份公司热轧厂
技能专家、高级技师、第十三届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王军向青
年报记者感慨：“现在社会上，
不少年轻人和家长不重视蓝领
工作。实际上，时代变化，技能
人才逐渐成为‘强势群体’。但
要改变固有观念，还需要技能
竞赛的宣传以及社会方方面面
共同来营造氛围。”

【职业教育】对接市场需求青年匠人将逐渐成为“主力军”

【以赛促教】“比赛、观摩、展示、体验”为一体推进职业教育

【政策助力】到2021年，实现三个“明显”、一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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