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关注】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李亚楠 │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白莹│２０17年 7月 ２4日·星期一

□本报记者 闵丹 孙艳

高技能人才晋升需多方给力
高技能人才是企业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技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在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技

术水平，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期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提出了创新技能导向的激励机制。 在政府引导、企业培养和工会激励下，北京的产业工人队伍
中，就不乏有从普通技术岗位上成长起来的高技能人才。 他们有的成长为企业的总工，有的成为了创新工作室的领
军人物。 随着《改革方案》的进一步实施，依托制度建设创新，一定会有更多的产业工人脱颖而出。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
长王小兵介绍， 2013年以来， 从提高我市
技能人才供给质量出发， 北京市不断加强
顶层设计、 高端引领， 出台首都中长期高
技能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高技能人才百千
万带动计划、 首席技师工作室管理办法等
一系列政策和保障措施， 树立终身职业培
训理念， 提高人力资源市场供给结构对人
才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形成有利
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

在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 着力探索机
制创新， 促进人才发展， 带动创新驱动的
良性运行的新动能， 统筹推进我市技师工
作室、 竞赛平台、 表彰奖励等制度建设。
在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和享受
市政府技师特殊津贴人员评选中， 已分别
有120名、 432名生产服务一线高技能人才
受到表彰奖励。

截至2016年底， 本市技能人才达到了

322万人， 其中， 高技能人才95万人， 技
师、 高级技师达到了20.6万人。 已建成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2家、 市级首席技师
工作室116家 、 区级59家 、 企业级110余
家。 工作室直接培养人才1.2万余人 ， 实
现技术发明50余项 ， 进行技术革新改造
180余项 ， 创造经济效益2亿余元 。 2013
年、 2014年， 在第五届、 第六届全国数控
大赛中， 北京队均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并摘得职工组等4个项目冠军。 2015年第
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我市世赛实训基地
训练的3个项目的世赛选手全部获奖， 并
实现 “技能奥运” 金牌突破。

《改革方案》 中围绕构建产业工人技
能形成体系提出6大举措， 包括完善现代
职业教育制度、 改革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统筹发展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 改进
产业工人技能评价方式、 实施国家高技能
人才振兴计划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稳

定就业， 深入实施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
行动计划、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等，
为下一步的技能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明确了
方向和目标。

北京市目前完善针对性与实用性相结
合的开放培训体系，已经形成7所技师学院
为骨干，8所高级技工学校为支撑，12家市
级公共实训示范基地和15家国家级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为基础的技能人才培养示范
群，每年培养高技能人才已达到1.5万人的
规模。

下一步， 根据北京功能定位和产业调
整需求，将通过工学结合、体验式教学等校
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劳动力供求的匹
配性，并积极探索“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
校、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企业新型学徒
制，加强双导师培养，逐步形成企业新型学
徒制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以创新培养机制
推动技能人才素质提升。

电梯， 一个只有2平方米左右的方寸
空间， 却承载了无数人上上下下的出行安
全， 记录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就是在这个小小的“方寸空间”里，陶
建伟一干就是23年， 从一名普通的技校毕
业生，成长为练就了“望、闻、问、切”技术绝
活，被用户称赞的“电梯医生”，从一名默默
无闻的学徒工， 成长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
员、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并建
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北京市电梯行业第
一个市级创新工作室。

陶建伟告诉记者， 工会组织的技能大
赛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他说， “通
过大赛我收获的不仅是鲜花 、 掌声和荣
誉， 更重要的是重新认识了自己， 肯定了
自己！ 大赛是拓展视野的平台， 是交流学
习的平台， 是对我以往工作技能释放与评
判的平台。” 大赛为陶建伟打开了一扇门，
一扇他对电梯事业长远规划的大门。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为了将理论
知识与实际工作尽快相结合， 陶建伟虚心
向技术骨干求教， 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相关
专业知识， 凭着这股刻苦钻研和不服输的
劲头， 在短时间内他就掌握了多品牌电梯
安装维修的关键技术与操作要领。 2010年
陶建伟参加了北京市首届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电梯安装维修工组比赛， 从1800多名从
业者中脱颖而出，闯入决赛，并凭借扎实的
技术功底，以95.4分的总成绩一举夺冠。

企业的发展需要创新 、 需要人才 。
2014年， 陶建伟市级工作室正式挂牌， 形
成了党政支持、 工会协调、 劳模挂帅、 职
工参与的创新格局， 成为公司先进职工的
团队。 通过自身不断的建设与完善， 形成
现在集设计开发、 经营销售、 预算合约、
技术支持、 安装维保、 售后服务等人员组
成的一条龙式职工创新工作室团队。 在工
作中 ， 陶建伟工作室时刻秉持 “勇于创
新， 勤于实践” 的理念， 始终坚持以围绕
电梯行业发展， 百姓关注热点问题为工作
开展的重点。 多年来， 先后获得科研成果
41项， 其中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 实用
新型专利5项、 软件著作权登记3项， 其研
制开发在电梯上安装的 “黑匣子” 先后荣
获北京市科学技术三等奖和首都职工自主
创新成果一等奖， 通过成果转化， 为企业
创造新签合同额3000多万元。

在开展导师带徒方面， 陶建伟积极发
挥品牌效应， 先后参与市总职工技协开展
的 “高危行业外来务工人员技能水平提
升” 公益培训和市总职工大学举办的 “首
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职工职业发展微培
训” 等工作， 累计授课300多学时， 培训
人数近千人。 在青年技术骨干传帮带活动
中， 将技术传授给新人， 培养出高级技师
2名、 技师3名、 高级工5人、 中级工12人，
其中1人获北安集团青年时代先锋知识分
子称号， 先后发表多篇技术论文和参编出
版了4部专业书籍。

在结合电梯安装施工质量特点和现场
安装人员的实际诉求， 他还主持编制了3
本系列电梯施工 “口袋书” 《电梯安装施
工进场安全常识手册》、 《电梯工程施工
管理指导手册》 和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手
册》， 成为职工 “项目实施看手册、 发现
问题查手册 ， 创建精品靠手册 ” 的工作
“掌中宝”。

政府引导

创新培养机制推动技能人才发展

位于大兴区魏善庄工业开发区内的北
京中兴实强陶瓷轴承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
家专业化生产稀土陶瓷轴承的民营股份制
高新技术企业。 从1982年开始至今， 历经
30多年对陶瓷轴承材料及其加工工艺、 装
备的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 现已经成为在
陶瓷材料制品加工方面的国内领军企业。

王涛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 带领着
他的团队在陶瓷轴承及其新材料产品的研
发、 推广、 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
基础工作， 为中国的陶瓷轴承发展开辟了
一条新路。

如今， 在行业内称得上 “老大” 的王
涛， 最初只是一名基础的技术人员。 “这
一切的成长要归功于企业工会对我的培
养。” 王涛告诉记者。

毕业后， 在汽车磨具行业当了9年的
技术工后， 工作出色的王涛开始接触到了
陶瓷轴承这个新兴领域， 转行到黑龙江省
的一家国企担任技术部长 。 上世纪90年
代， 国内的陶瓷轴承事业发展刚刚起步，
对陶瓷材料一无所知的王涛， 可以说没有
任何可以借鉴的生产研发经验。 于是， 追

踪国外的技术发展方向便成为王涛提高学
习的另一条重要的途径。

那时候， 一到周六、 周日， 他便跑到
哈尔滨工业大学资料室， 查阅国外陶瓷材
料的会刊、 杂志， 一坐就是一天。 由于很
多资料都是纯英文著作， 王涛便把相关内
容复印出来， 拿回家翻译， 然后与同事一
起研究。

“我们企业有技术工人成长机制， 看
到他这么苦心钻研， 我们就安排他攻克一
些技术难关 。 ” 公司工会负责人介绍 。
1994年， 王涛参与研发的稀土陶瓷轴承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 填补了中国陶瓷轴承的
空白， 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陶瓷轴承的历
史。 随后的二十几年来， 王涛常常是夜以
继日、 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他带
领着团队在陶瓷轴承及其新材料产品的研
发、 推广、 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
基础工作， 为中国的陶瓷轴承发展开辟了
一条新路。 由此， 他已成为公司技术方面
的核心———总工程师。

2011年5月， 王涛主持新型 《组合型
陶瓷柱塞》 的研制设计工作， 这是一项具

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技术和产品长期
以来一直被德国几家公司所垄断 ， 新型
《组合型陶瓷柱塞》 采用中兴实强公司自
主研发的无压烧结碳化硅陶瓷材料， 成功
替代了德国的氧化铝陶瓷产品， 使用寿命
从2000小时提高到7200小时， 其造价仅为
德国进口产品的1/4， 产品的工艺技术达
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013年9月， 王涛主持我国第一台无
人机涡喷发动机用超高速陶瓷轴承的国产
化开发工作。 在一无理论依据可循， 二无
实践经验借鉴的前提下， 通过经验积累、
摸索、 大胆尝试， 突破了轴承结构设计和
材料应用的理论禁区 ， 一次试车成功装
机， 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 结束了
我国不能自行生产无人机涡喷发动机用超
高速陶瓷轴承的历史， 同时也打破了欧美
产品技术封锁的被动局面。

多年来， 王涛带领公司研发团队先后
获得了十几项国家专利证书 。 陶瓷轴
承先后获得了国家级新产品 、 国家火
炬计划项目、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基金资助。

企业培养

对技能人才委以重任攻克技术难关

工会激励

技能大赛成为人生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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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有盼头 发展有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