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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本报记者 李婧

从“一对一”到“多对多”

北京一轻

刘贤娜2015年12月进入一轻食品
集团， 从事蛋糕加工。 每天， 她都在
工作间里重复着相同的工作， 年轻的
她， 对自己工作间之外的工序充满好
奇， 却知之甚少。

“我知道自己学历低， 工厂里的
很多技能、 工序我都不懂。 所以， 当
集团推出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时， 我
告诉自己一定要报名， 而且一定要好
好学。” 刘贤娜口中的学习机会， 就是
在北京一轻开展的企业新型学徒制。

通过8个多月 、 900课时的学习 ，
刘贤娜的理论知识、 实操水平都得到
了极大地提升， 由于考评成绩好， 还
获得了 “优秀学员 ” 的荣誉 。 如今 ，
她不仅技能全面， 还开始带领一整个
班组工作。

2016年年初， 以一轻食品集团为
试点主体， 北京轻工技师学院为培养
院校 ， 糕点面包烘焙工为职业工种 ，
北京一轻正式启动了企业新型学徒制
试点工作。

校企签订了试点合作协议， 明确
双方共同完成试点任务的权责、 培养
内容、 资源保障等。 一轻食品集团与
每位学员签订了培养协议， 明确培养
目标、 培训内容、 考核办法等。 一轻
控股公司牵头， 建立工作机制、 完善

管理文件， 保证企业新型学徒制的顺
利实施。

“对于企业来说， 最大的问题就
是处理好工学矛盾。” 一轻食品集团人
力资源部部长郭京梅表示， 企业正处
于强势增长期， 经营压力大。 为了保
证新型学徒制的开展， 企业要克服生
产时间紧、 任务重的困难， 千方百计
创造条件， 安排好学员的学习。

针对这个问题， 三方进行了多次
研讨， 最终决定由学院的教师送教上
门， 把理论课程全部安排在企业完成。
还将课程分为A、 B两个班次进行授
课， 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安排进
行选择。 并且通过 “微课+作业” 的
新型教学手段， 进一步降低工学矛盾。

“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培养方
案， 结合企业岗位能力需求与职业资
格要求来组建师资队伍， 创新开发课
程体系， 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教
学大纲、 培训教材、 PPT课件、 试卷、
作业、 微课等。” 北京轻工技师学院培
训处处长焦钟灵说。

在培养过程中， 轻工技师学院开
展了食品法律法规、 设备维修与维护、
职业道德与职业生涯规划等理论课程，
以及焙烤工艺学等实操课程。 一轻食
品集团开展了面包基础知识、 企业文

化等理论课程， 以及岗位实操课程的
学习和测试 。 105名企业员工报名参
与， 最终， 99名学员通过考试， 成功
取得糕点面包烘焙工中级工的职业资
格证书， 以及轻工技师学院的毕业证，
合格率达到了94%。

通过8个多月的实践探索， 企业还
利用新型学徒制的培养契机， 有效解
决了季节性用工难题。 一轻食品集团
旗下拥有义利面包和北冰洋汽水两大
生产线， 面包和饮料的生产淡季旺季
成互补之势。 饮料旺季时生产任务重，
用工压力大， 季节性招工难。 而进入
淡季后 ， 又需要及时缩减生产设备 ，
控制人力成本 。 面包车间情况相同 ，
但淡旺季时间正好相反。

根据这个生产特点， 义利面包将
少量饮料车间员工招收为新型学徒制
学员， 与面包车间学徒共同完成理论

课程的学习， 并利用饮料车间淡季的
时间轮岗到面包车间， 参加糕点面包
制作岗位的实操学习和训练。 一方面
解决了季节性用工难题， 为企业培养
和储备了多面手技能人才， 另一方面
也使员工掌握了更多的职业技能， 实
现了企业效益与员工成长的双赢。

“对于企业来说， 提升了员工的
技能水平， 优化了人才队伍结构。 对
学院来说， 拓宽了校企合作渠道， 锻
炼了教师队伍的实战经验。 对学员来
说， 理论和实践双方面的能力得到了
提升， 为未来个人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京一轻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于敏表
示， 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培养和培
训让校企和学员都收获颇丰 ， 今年 ，
一轻将继续筹备新型学徒制， 在糕点
面包烘焙工的基础上， 不断开拓新的
职业工种， 让更多职工能够参与其中。

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以
下简称 “火箭院”） 所属的北京航天万
源科技公司 （以下简称万源公司） 电
装生产线现场， 61岁的张芸依然穿梭
在车间， 解答各种提问。 这位集 “中
华技能大奖 ” “全国技术能手 ” 和
“中国航天基金奖” 等多项荣誉于一身
的技能大师， 其实在十年前就已经办
理了退休手续， 然而她并没有离开她
热爱的航天电装事业， 她要在自己能
干的时候， 带出一批能传承技术技能
的人才。 2012年， 国家级张芸技能大
师工作室成立， 培养人才成为工作室
的工作主线之一。 由该工作室为支点，
万源公司编织了一张人才培养的网络。

1977年， 张芸高中毕业进入了火
箭院， 工种为无线电装接。 “我们进
车间的时候一共是五个人， 每个人都
有个师傅， 算是 ‘一对一’， 还签了师
徒合同。 合同第一条就是尊重师傅。”
张芸回忆， 师傅们都很认真， 一个焊
点一个焊点手把手地教徒弟干活儿 。
五个年轻人也很卖力气， 比着学， 私
下还交流师傅教了啥 。 “在车间里 ，
师傅走到哪儿， 我们就跟到哪儿。 师
傅跟别人介绍 ‘这是我徒弟’ 时， 我
可骄傲了。” 学徒应该三年， 张芸工作
一年半时报名参加了集团公司组织的
内容为四级工的竞赛， 获得了第十四
名， 成绩合格。 单位批准她提前出徒。

张芸在技术工人的职业道路上获
得骄人成绩， 攻克多项电子产品装配

工艺技术难关， 成长为国家高级技师，
航天特级技师， 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
航天技能人才培养先进个人等称号 。
2006年被授予中华技能大奖称号。

1983年开始， 张芸也开始带徒弟。
她像当初自己的师傅一样， 手把手的
传授技艺。 她的学生梁立英、 尉凤枝
成长为北京市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 。
截至目前， 张芸已经亲手带出了一百
多位学徒。

2003年， 张芸从工人岗位转岗到
工艺管理岗位。 单位领导与她探讨了
人才培养的重要， 告诉她一个企业光
靠几个人技术好有敬业精神， 是发展
不起来的。 企业的发展需要的是一代
技术人才的集体智慧来支撑。 2012年，
张芸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创建， 工
作主线有两个： 一个是技术攻关解决
生产瓶颈， 一个是人才培养。 张芸与
李丹、 徐林涛、 刘芳三名公司的技术
技能人才签约， 建立正式的师徒关系。

在带徒过程中， 张芸也逐渐发现
了现在的学徒和刚进厂时的自己不同。
那时老师傅都是手把手地进行实操 ，
学徒在旁边看， 或者跟着干。 然而现
在进厂的新工人可以利用网络查找资
料、 可以通过看视频进行学习、 通过
线上的讲座接受基础的培训。 以前一
个师傅带一个徒弟， 现在一个师傅可
以同时带着三四个徒弟。 “我进厂的
时候， 学徒工都是高中学历。 现在进
厂做技术工人的起步学历都是大专 。

以前的工人靠的是焊接等手艺。 现在
的工人用自动化设备的机会越来越多。
以前一个技工要学习全套技术。 现在
流水线生产 ， 每个车间只负责一段 ，
分工越来越细、 越来越专业。” 张芸感
受到生产方式的发展， 影响了传承技
术的方式。 “手把手” 地教， 变成了
头碰头地讨论， 师傅单方面输出也逐
渐向师徒互相学习发展， 师徒之间交
流的更多的是工艺技术方面的难点如
何攻克， 而不是简单地怎么焊接。

李丹说， 师傅张芸经常带着他们
讨论技术难题。 有一次李丹所在的部
门承担一个项目， 项目有三个需要解
决的关键点。 如果攻克不了就无法实
现批量生产。 张芸对李丹等人编写的
资料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 加班和他
们一起讨论， 还在几百个数据中发现
了几个数据的演算错误。 在一年多的
项目攻关过程中， 李丹得到成长。 如
今三名徒弟都在事业上有所发展 ，

2007年进入公司的刘芳已经成为高级
技师、 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2012年进
入公司的徐林涛也已经成长为技师和
航天技术能手； 在工艺管理岗位的李
丹已经成为部门副经理， 独立承担了
关键岗位工艺技术管理。

同时， 一张培养人才的 “多对多”
培养网络也在万源公司逐步建立起来。
张芸作为技能大师， 培养技能带头人
刘芳、 徐林涛等人。 刘芳、 徐林涛等
技能带头人又利用技师大讲堂等方式，
给技能带班人进行授课。 技能带班人
又在车间主要负责培养骨干成员， 再
由骨干成员带着普通员工提高技术 。
授课方式也有线上 、 线下多种形式 。
公司还开展以张芸名字命名的 “芸集
杯” 职业技能竞赛， 培养带动全体技
术人员提高技能。

2018年 ， 国家级张芸技能大师
工作室荣获北京市 “名师带徒” 荣誉
称号。

北京航天万源科技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