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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方成

北京大学毕业的硕士考取初级土木工程

师证书，浙江大学毕业的博士考取特种设备

高级检验师证书……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

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在浙江正成为一

种新趋势。

据浙江省技能评价中心统计，截至去年

底，全省已有 13.8 万名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

考取技能证书，同比增长 86.5%；其中博士

102 名、硕士 5611 名，同比分别增长 108%和

68%。而在 2019年，获证的博士、硕士分别为

25人和 1603人。

高学历人才为何青睐技能证书？这意味

着人才观发生了哪些变化？带着问题，记者

来到浙江省诸暨市进行了采访。

事业上的助推器

今年 31 岁的魏玮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

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在去年 10月参加了当地

人社部门组织的机械设备安装工的技能培

训，并于今年 1 月考取了机械设备安装三级

证书，如今在浙江海亮集团铜加工研究院从

事研发工程师工作，这本证书则成了他事业

上的助推器。他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起初部门老同事觉得我只会理

论知识不会实践操作，在课题研究的时候，还

是有一定的阻力，考了这本证书他们都对我

刮目相看。”

毕业证书主要反映人才的学习经历，是

人才文化理论知识水平的证明，而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则反映劳动者为适应职业劳动需要

而运用特定的知识、技术和技能的能力。

此外，技能等级的鉴定结果更直接、更准

确地反映了特定职业所需要具备的实际工作

标准和操作规范，以及劳动者从事该职业所

达到的实际工作能力水平。

“现在的企业更青睐各级各类技能人才，

尤其是在高端研发领域，企业在引进高层次

人才的同时，也更注重人才的实际操作能

力。所以，现在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

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一定程度说明大家对人

才的认知有了重大转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

位越来越高。”诸暨市人力社保局办公室副主

任何夏萍说。

据诸暨市人力社保局职业技能开发指导

中心系统统计，去年 1月至今，诸暨已有 6328
名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考取技能证书，同比增

长 197.51%；其中博士 1名、硕士 88名，硕博同

比增长229.63%。而在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

实施前的2018年，获证的硕博士只有5人。

“技能证书的重要性不亚于毕业证”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技多永远不

压身。”从一名焊接工成长为浙江盾安禾田金

属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管明明有着切实

的感受。诸暨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战

略部署，极大提升了技能人才的境遇，为他们

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良好事业发展舞台。

作为用人主体，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最

为敏感。海亮集团是一家全球有色金属、农业

食品、基础教育等为主体的领军企业，近年来，

他们一直在向智能化、数字化车间领域发展。

海亮有色制造工业园区正在建造，可以说转型

升级正处于关键期，急需大批技能人才。

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何金丹

说：“公司非常注重员工培训，在这种情况下，

今年集团有 8名研发岗位的硕士、博士员工，

先后考取了金属挤压工、机械设备安装工等

技能等级证书。”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

生产副总经理高晚生，历时 4 个月拿到了中

级钳工技能等级证书，能自己上手检验零部

件、跟踪产品性能，研发周期从 1 年缩短至 8
个月。在他眼中，“这张技能证书的重要性不

亚 于 母 校 武 汉 理 工 大 学 的 研 究 生 毕 业 证

书”。“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理论对实践有能动

的反作用。理论产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指导实践；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缺一

不可的。”高晚生深有体会地说。

参加培训考证，有面子有里子

技能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越来越多

的人将职业技能培训纳入个人终身职业发展

的计划中。诸暨每年参加各类培训的人员将

近 5万，组织培训、参加培训已经成为当地企

业和员工的共识。

在诸暨申发轴瓦有限公司，获得培训资

格甚至是一件需要竞争的事。“我们对参加培

训并通过考核获得证书的员工，除了发给

500~1 万元不等的奖励外，在工资福利中也

会按照不同的等级给予不同的工资待遇。”申

发轴瓦负责员工培训的周政宏说。

黄梅原来在申发负责行政工作，本科毕

业的她持有英语 6 级证书。为了自我挑战，

她参加了公司组织的“申发班”技能培训，经

过两年不懈学习，通过了考核鉴定，拿到了高

级工证。换岗进入车间做了调度员的她，每

月工资增加 800 元。“现在我们公司里，大家

都有学习的动力，利用空余时间参加培训考

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她说。

目前，诸暨技能人才总量已超 27.19 万

人，其中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人才达 9.2万

人，占 33.8%。去年以来，诸暨大力推进新时

代浙江工匠培育，并将培养技能人才列为市

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

如今，越来越多高学历人才融入技能人

才队伍——诸暨长期位于四大百强县市名

单，其重视人才要素的决心功不可没。诸暨

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应仲九认为：“随着人口

因素的变化、转型升级的推进，高层次人才和

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两高’人才将成为新一轮

人才抢夺的目标。谁能快人一步，谁就能夺

得先机。我们今年将出台《诸暨市加强新时

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在原先注重技

能人才培育的基础上，增加技能人才引进的

内容，切实提升技能人才的个人价值和社会

地位，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企业里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员工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浙江正成为一种新趋势——

高学历人才青睐技能证书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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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技绝活G 自研小车提高制动缸更换效率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通讯员 苏志刚 吴晋超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发明家，但人人都可以是创新者”——

探寻192项成果背后的创新密码
为口岸危化品监管提供智慧“大脑”

首个智慧危化品监管系统投用
本报讯（记者张玺 通讯员程志会 张利刚 ）“这个‘智慧危

化品监管系统’应用后，相关检测工作在口岸现场就能完成，

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也有助于进一步保障工作人员人身安

全。”天津海关工业产品安全技术中心技术与装备评价实验室

主任韩伟博士说。

近日，由天津海关自主研发的“智慧危化品监管系统”正

式投入使用。该系统能有效帮助易挥发性危险源的识别，快

速筛查危化品包装泄露及伪瞒报风险，为口岸危化品监管提

供智慧“大脑”。这也是全国首个危化品车载式智能检测平

台，填补口岸非传统安全领域国内外空白，主要技术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据了解，该系统由危化品“智慧监管中心”以及车载式“智

能检测平台”等部分组成，通过搭载自主研制的多级吸入式和

探针式耦合采样器件，实现不开箱状态下集装箱内气体的快

速采集。该成果可实时描绘进出口危险化学品通关、运输、物

流、拆装箱等全流程“电子地图”，智能识别单据流中异常情

况，进一步提升危化品智慧管控水平。

同时，该平台采用高灵敏质谱分析与多模组传感识别技

术，目前已建立了 198 种谱图数据库，可在 3 分钟内对采集样

品进行分析，灵敏度达到百万分率级别。

制动缸为铁路货车车辆运行中提供制动作用，因运行过程中的频繁使用，在车辆检修时经常
会出现更换制动缸的现象。以前在更换制动缸的作业过程中，都是依靠职工人力抬举，体力消耗
巨大，安全和效率也得不到保障。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西车辆段检修车间外制动组工班长王守
兵自行研制了制动缸组装小车，并针对不同车型安装了横向移动滑轨，满足了日常所有车型更换
制动缸的作业需求。自研的制动缸安装小车不仅省时省力，还消除了因视角盲区、职工体力原因
导致的安全隐患，把这项原来2~3人操作的活儿变成了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操作。

本报通讯员 章奇斌 季亚飞

2 月 21 日，国家电网浙江电力绍兴供电

公司员工俞杭科向同事们介绍起了他最近收

到的一本专利证书。他发明的“一种接地装

置”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这是他获得的第

6 项国家专利。当问起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多

专利时，俞杭科说：“是公司搭建了创新平台，

激发了我的科创热情。”

近年来，国网绍兴供电公司把激发员工

创新热情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抓手，目前公

司有 192 项成果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授

权，其中一项获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科学技术

进步奖。

在基层设立“创新论坛”

“发明不分大小，关键在于实用，能方便

日常工作，能给企业带来效益，就是好发明。

只要在班组日常中用心去钻研、总结、创造，

人人都能创新……”2月 12日，在该公司牌头

供电所组织开展的周一夜学“基层创新论坛”

上，俞杭科结合案例讲授“专利课程”。这套

朴实的“用心”理论，道出了他对科创的理解

——用心去做。这些年，从一名普通职工成

长为专业技术高、操作技能强的“工程师＋技

师”的“双师型”人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技

术大拿”。

为营造人人参与技术创新的氛围，绍

兴公司开设“员工创新讲坛”，并在供电所

和一线班组设立“基层创新论坛”，内容不

做硬性规定，可以是小发明、小创造，也可

以是小建议、小改进，目的只有一个，让讲

坛、论坛成为员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学

技术、增才干的平台。该公司把“善小”理

念融入个人提升与班组建设，完善技术创

新管理办法，建立奖励机制，鼓励员工开展

技术创新。

创新激发活力。该公司通过搭建员工便

于参与、乐于参与的学习交流平台，实现了员

工技术创新的“滚雪球效应”。各种小发明、

小创造、小革新、小建议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

来，仅 2022 年就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两

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两项。

让创新成就员工梦想

2021 年 1 月 8 日，当“一种绝缘导线带电

剥线器”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的消

息传到公司时，大家纷纷向丁翔道喜。

“我在创新活动中找到了位置，也实现了

人生价值。”丁翔作为该装置的发明主创人，

不仅通过参与技术创新，逐渐成长为工程师、

技师，还先后获得“诸暨工匠”“省级岗位技术

能手”等荣誉，由他参与主创的“配网带电作

业复杂地形绝缘平台和绝缘操作杆组合作业

法”更被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命名为“丁翔配

网带电作业个人先进操作法”。

搭创新平台、给上升通道、给荣誉待遇。

丁翔说，公司为员工搭建创新的舞台，让员工

在通过创新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成就个

人的梦想。

如今，公司不仅设立了全国劳模何贝领衔

的“何贝劳模创新工作室”，建有青年科创虚拟

空间，而且每个班组都有 QC 小组，每个小组

都有自己的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等科技攻

关课题和目标。公司每年都会组织开展科技

创新成果发布与评选，并借助专业机构组织推

荐优秀成果参与行业内外各级评奖申报，保护

科技创新成果，让创新员工劳有所得。

在创新中收获满足

随着创新的深入开展，员工的创新意识

不断增强，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

方法、提高效率蔚然成风。一种电力检测维

护登高专用工具吸附装置、一种移动式箱式

变电站、一种架空线路故障检测系统……这

些出自一线员工之手的创新成果，为电力发

展带来新的动力。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发明家，但是人人

都可以是创新者。”该公司分管科技创新的有

关负责人认为，通过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技

能竞赛、劳模工作室、QC 小组等多种活动形

式，培养锻炼出一批优秀创新团队。这些根

植基层的“创新因子”消除了一线员工对创新

的认识误区，从身边创新做起，创新智慧的

萌发引燃创新激情。在一个有利于激发创

新潜能的组织架构之下，每一位员工找到

了创新带来的愉悦和满足。

阅 读 提 示
技能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越来越多的人将职业技能培训纳入个人终身职业发展

的计划中。博士、硕士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浙江正成为一种新趋势，越来越多高学

历人才融入技能人才队伍。

创·微言G

呵护每一个创新灵感
致远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

布，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 2012年的第 34位升至 2022

年的第 11位。这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当下，无

疑是一则好消息。在创新创造成为风尚的今天，我们也

要看到，一些企业存在着过于“心急”的倾向，某些不恰当

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工创新的热情。

在加快推进产业体系升级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还是巩固传统优势产

业领先地位，都需要加强创新，以创新举措破解产业发展

的瓶颈。在这方面，除了广大科技人员，长期工作在生产

一线的技术工人一样可以针对现实难题，积极创新创造，

同样大有可为。

从多年来的实践看，一线工人最清楚身边设备“不顺

手”的地方、身边工艺流程的“多余”之处，也最愿意从这些

地方着手进行创新创造。一个案例让笔者印象深刻：北方

重工集团散料设备分厂高级技师米忠义介绍，“曾经我们生

产了一批部件，但生产过程中存在弊端，导致产品被退货。

这激发我去改进加工工艺，发明了一种新装置，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也提升了产品质量”。而他们的创新，因为围绕

问题、有用有效，也广受欢迎。在甘肃，一位叫杜晰的机车

验收员，针对广泛使用的一款内燃机车的常见故障，用15

年时间把每次的故障及维修过程记录下来，出版200万字

专著，让行业内工友如获至宝。有统计显示，在2022年举

办的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上，495项职工创新成果在

线签订成果转化意向书，涉及总金额84.86亿元。

在各地各企业鼓励职工创新创造的同时，也由于一

些企业过于“心急”等种种原因，使得一些职工对创新逐

渐失去兴趣、远离创新赛道。

在这方面，一个常见的做法是企业下指标、定目标。

他们往往出于“撑门面”的需要，以过往创新项目、获奖课

题、获专利授权数量为基数，提出“增长指标”，把专利数

量跟创造力完全画上等号。但这种做法往往会出现揠苗

助长的结果。一些职工不得不在层层加码下，把工余时

间全搭上，去盲目“研究问题”，假设“问题”并解决“问

题”，导致创新与生产脱节，甚至陷入为创新而创新的怪

圈。对此，有“技术大拿”反问：“这些年我搞了那么多技

术革新，哪一项是为考核突击做岀的？技术革新是要工

人在生产中去发现的，而不是考核出来的。”

“考核”要成果之外，是对成果转化“不着急”的态

度。一个好的职工创新成果达到能推广应用的程度，是

需要不断改进的。一些企业对初始创新成果数量要求较

高，但对后续成果改进及推广支持力度不够，建立起完善

的职工创新成果推广机制的企业并不多。这导致成果应

用场景严重窄化，被称为“成果出不了车间”。久而久之，

职工也就因为缺乏成就感而湮灭了创新的热情。

还有，一些企业对创新成果更多强调的是“拿来”，但

“给予”则明显不足。一个例证是，沈阳一家民企职工李响

的发明小型电气设备检测装置，每年为维修车间创造经济

效益50万元，他本人只得到2000元的奖励。的确，职工创

新成果面对着职务发明的产权归属难题，面对着标准化认

定难、成果转化缺乏支持平台等问题，但问题不能总是那样

摆着，也需要政策层面、管理层面进行探索、突破。进而，不

扑灭每一个创新的灵感，不寒了每一颗希望创新的心。

科技部：把人工智能作为新增长引擎

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合作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对如何看待包括 ChatGPT 在内的人工智能驱动技术，科

技部部长王志刚等人在会上作出回应。

王志刚说，ChatGPT 本身是一个大模型，是大数据、大算

力、强算法。ChatGPT 确实在自然语言理解、自然语言处理

等方面有进步的地方，同时，在算法、数据、算力上推进了有效

结合。我们国家对于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包括 AI技术出来以

后，在伦理方面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对科学技术发展趋

利避害，让利更好地发挥出来。

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司长陈家昌称，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战

略性新兴技术，日益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生产力提升的

重要驱动力量。ChatGPT 最近形成了一种现象级的应用，表

现出很高的人机交互水平，表现出自然语言的大模型已经具

备了面向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特征，在众多行业领域有着广

泛的应用潜力。

陈家昌称，下一步，科技部将把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作为新增长引擎，继续给予大力支持。一是推动构建开

放协同的人工智能创新体系，加快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技术攻

关。二是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在重大应用场景

中锤炼技术，升级迭代，培育市场。三是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安

全可控的治理体系。四是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