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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技能人才数量大幅增长，但从
整个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看总量仍然不足。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
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
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
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为充分发挥专精特新企业在促进教育资源优化
配置等方面的作用，探索创新产教合作模式，工信部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启动开展“专精特新产业学
院”建设工作。高技能人才培养按下“快进键”。

技能人才队伍壮大

在日前举行的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芬
兰赛区比赛中，我国选手夺得2枚金牌、1枚银牌和
1个优胜奖。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
竞技水平代表了当今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
平。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在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
特别赛已完赛的项目中，获得15枚金牌、3枚银牌、3
枚铜牌和5个优胜奖。

这只是我国技能人才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
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
队伍不断壮大，能力素质不断提升。全国技能人才
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技能
人才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超过26％，高技能人才
占技能人才总量的比例达到30％。

不过，从整个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看，我国高
技能人才总量仍然不足。从结构上看，高技能人才
培养与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在先进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及民生重点领域，出现一些“一技难
求”的现象。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吴帅分析，从我
国技能人才队伍结构来看，当前突出表现为“四多
四少”：初级工多、高级工少，传统技工多、现代型技
工少，单一型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短训速成的技
工多、系统培养的技工少。

加快完善激励机制

“如何瞄准产业发展趋势，加强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国

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职业与技能研究室副
研究员陈玉杰表示。

制定“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技工教育
“十四五”规划，出台“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实
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支持企业大力开展人才评价工作，完善技能人才评
价制度和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加快职业教育和

“双师型”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提高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师资支
撑……有关部门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完善政策体
系，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提出，从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技能导
向的使用制度、建立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和
多元化评价机制、建立高技能人才表彰激励机制、
保障措施等方面，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其
中，强化激励机制成为重要一环，例如“健全高技能
人才岗位使用机制”、“完善技能要素参与分配制
度”、“完善技能人才稳才留才引才机制”、“拓宽技
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加大高技能人才表彰奖励力度”、“健全高技能人
才激励机制”等。

产教融合走深走实

陈玉杰表示，高技能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汇集各方资源，构建覆盖全产业链、全职业
生涯的技能开发体系。

“企业是创新主体、用人主体，在高技能人才工
作方面理应发挥主体作用。目前企业作用的有效
发挥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好的
问题。”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崔秋立说。

以中小企业为例。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所所长嵇峰对《经
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小企业沿着“专精特新”道
路不断升级发展，对熟悉中小企业特质和产业链特
点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产生大量
需求，迫切需要同高校在产业人才培养领域进行更
深的对接与合作。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也强调，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
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

体系。在这方面，对于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创新培
养模式以及实现产教融合等提出了要求。

据嵇峰介绍，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将
在全国范围分批遴选办学基础扎实、产业服务能力
强的高校，联合专精特新企业、关键产业链重点龙
头企业、地方（地市级以上）中小企业中心、行业协
会、产业园区等，依托学校优势特色专业，共同建设
100至150所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搭建一批融科研教
学、实践实训、创业就业、社会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
新型产业人才培养载体，探索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
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明确，坚
持产教融合，探索产业人才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深
入对接的新型模式。在专精特新企业、关键产业链
重点龙头企业等主体的参与下，围绕专精特新产业
学院建设，帮助高校打通相邻专业间的壁垒，对照
申报方向的产业链结构形成专业群，破除人才供给
侧和产业需求侧间的“卡点”和“堵点”。

“截至10月17日，已接到260余所高校、50余家
企业的电话咨询，50多所高校正在撰写申报方案。”
嵇峰说，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正在完善专
精特新产业学院建设标准，预计将于11月底开展首
轮预建设单位的评审。2023年，工信部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中心将持续开展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后续批
次的申报、遴选、建设工作。

记者 班娟娟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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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傍晚，一辆辆私家车打开后备厢，摆上各
式各样的小商品，吸引着往来人群。入秋以来，“后
备厢集市”在全国多地兴起。

在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东湖公园，有人把后备
厢变成了汉堡铺子，有人将后备厢装扮成奶茶吧，
还有人卖起了自己做的手工艺品。

在江苏省南京市大报恩寺，一条亲子主题的
“后备厢集市”在国庆节期间火热开幕。这里的摊
主多为一家三口，鼓励小朋友全程参与摆摊，体验
不一样的假期生活。

在浙江省杭州市武林夜市，一辆粉色的小轿
车被改造成手打柠檬茶铺位，车身上贴满了各式
各样吸引眼球的标语。凭借着出色的饮品口感和
独特的车身打扮，这个后备厢摊位成了网红打卡
点。

“后备厢集市”都卖啥？
记者走访北京多个“后备厢集市”发现，咖啡、

汉堡、小蛋糕等快餐饮品出现频率最高，其次为手
工艺品、冰箱贴等小商品，宠物零食、衣服等宠物用
品也常常出现在集市上。

“主办方规定了摊位上不能有明火，所以这边
卖食物的都以快餐为主。”有摊主告诉记者，摆摊还
需要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件，“不是想摆
就能摆的”。

除了提供证件，在“后备厢集市”摆摊还需要缴
一定的摊位费。据了解，不同场地摊位费不同，有
的按天交费，有的包月交费，价格从 200 元/天到
500元/天不等。

“后备厢集市”能挣钱吗？
以手工咖啡摊位为例，一杯售价20元左右的咖

啡，人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60杯，收入1200元。“但
不稳定性较大，好的时候一天60杯，不好的时候一
天可能10杯都卖不出去。再碰上天气不好的时候，
连摊都不能出。”一位北京摊主告诉记者，在不稳定

性较强的情况下，参与“后备厢集市”只能作为增加
额外收入的途径之一。

不少年轻摊主表示，摆摊更多是出于个人兴
趣。“不一定每次出摊都能有收入，但每次都有新收
获”“每次摆摊都会有热情的路人一起聊天，认识新
朋友的感觉太棒了！”“我特别享受听到大家夸我做
的咖啡好喝”……参与“后备厢集市”为摊主带来了
社交满足感。

对喜欢逛集市的人而言，“有些东西可能在网
上刷到也不会下单，但在集市里看到且价格不贵的
情况下，往往会有购买的冲动。”北京市民小陈告诉
记者，自己就在“后备厢集市”上买过几次东西，包
括10元/个的冰箱贴、35元/袋的宠物零食以及约20
元/杯的各式手冲咖啡。

“后备厢集市”所带来的氛围感，点燃了消费者
的消费意愿，也为城市增添了更多烟火气。

记者 徐佩玉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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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厢集市”兴起

在天津举行的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
参赛选手在进行发动机拆卸维护展演。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