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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

造业当家的南海，截至目前

拥有超 73万家市场主体，

工业企业超5万家，形成了

16个超200亿元的制造业

产业集群，对技能人才需求

旺盛。

2023年，南海发布了

“百万技工引育计划”，首次

提出打造一支 100万人以

上的知识型、复合型、创新

型技能人才队伍。数据显

示，目前南海人才总量超

62 万人，其中技能人才

30.7 万人（高技能人才

8.8万人），专业技术人员

20.4 万 人（高 级 职 称

1.137万人）；南海有本科

院校、职业院校20家，在校

学生数约9.9万人。

与此同时，南海发动企

业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认定

工作，进一步破除人才评价

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等

问题，全面激发企业引才用

才积极性。目前，在南海具

备技能人才自主认定资质

的企业达 65家，今年上半

年 8633名企业员工通过

企业自主评价获得相应工

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中

获高级工以上等级的达

2850人。

“随着制造业加速由劳

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

术密集型转变，技能人才承

担着技术技能革新、工艺流

程改进、解决重大技术难

题的重要使命。然而，技

能人才短缺成为南海企业

普遍反映的问题，技工人

才比博士难求问题日益突

出。”委员们纷纷表达如此

“心声”。

在此背景下，在 2024
年南海区“两会”期间，政协

提案《加大技能人才引育力

度，为“三高四新”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应运而生，并列为区长重点

“领办”提案。

为全力拼经济，从日趋

激烈的区域竞争中突围而

出，提案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拓宽人才引育思路，打

好产业应用场景这张“王

牌”；二是强化企业技能人

才培养主体作用；三是完善

技能人才评价激励体系；四

是做大做强职业教育，搭建

全方位的职业技能教育实

训体系；五是优化舆论环

境，营造崇尚技能的良好社

会氛围，为“三高四新”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南海创新引才用才机制，致力打造一支
与万亿级工业体量相适应的百万技工队伍

中国制造业正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
级，南海不少企业生产一线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对技能
岗位提出新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设一
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南海也提出：到2027年底，打造
一支达100万人的知识型、复合型、创新型的技能人才
队伍。

8月26日，南海召开2024年区长督办重点提案会
议。围绕重点提案《加大技能人才引育力度，为“三高四
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区长王勇与提
案者、政协委员、行业专家等共聚一堂，共话打造一支与
南海万亿级工业体量匹配的百万技工队伍。

打好产业场景“王炸”牌
让一技之长“香起来”

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

造业当家，离不开高素质的

技能人才。南海迫切需要打

造一支与万亿级工业体量相

适应的百万技工队伍。

南海区副区长孔小燕表

示，接下来相关部门要认真

梳理、充分吸纳，推动提案办

理见实效、促发展。围绕“教

育、科技、人才”，孔小燕表

示，南海要继续推动技能雄

师支撑团队落地，打造产教

融合共育新型人才，推动匠

才引领产业集群发展，营造

好尊才爱才、崇尚技能氛围。

如何让人才、技术、创新

实现“无缝对接”？王勇提出

了五点思考——

一是人才为先。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必须走高质量发

展之路。人才是高质量发展

的第一资源。近年来，南海

把人才工作当“头等大事”来

抓，推出了一系列的引才育

才工作实施方案。王勇表

示，下一步南海将继续坚持

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不懈做

好人才工作。

二是制造为本。作为改

革先行地，南海拥有强大的

制造业基础及相对完备的产

业集群。南海作为制造业强

区，发展制造业是安身立命

之本。王勇强调，实现高质

量发展，南海需要方方面面

的人才。引入和培育的人才

主体，一定是坚持制造为本。

三是企业为主。一直以

来，南海高度重视人才工

作。王勇表示，开展人才工

作要牢牢把握企业为本，根

据实际需求，找出突破点。

企业通过自主开展“以赛带

训”，培训了一批急需的发展

人才，也更好地带动了导师

队伍，从而提升整个团队水

平，为未来招才引才、扩大市

场知名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是共享为上。对于一

个地区来说，人才是宝贵的

资源。王勇表示，南海开展

人才工作，不一定求所有，

但要求所用。近期，南海频

繁与区内外高校开展校地合

作。王勇介绍，南海将推出

“万千百十”工作任务，今年

内要邀请1万名高校师生进

企业，与南海的制造业开展

深度合作；今年之内要有企

业支持千万级以上的科研项

目，真正落到科研一线和高

校中；要有100个以上实质

性的人才合作项目；今年内

企业要拿出10个以上的专

题奖学金，推动南海企业设

置专题奖学金，从而加强与

学校的密切关系，增强学生

对企业的认同感，获得科研

成果。

五是服务为优。王勇表

示，接下来南海开展的扶持

人才政策，将重点解决“从有

到优”的问题，将对开展创业

创新的人才给予更多支持。

此外，南海还要从引入金融

活水、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等

方面，为人才提供全方位的

保姆式服务。相信通过一系

列扎实举措，南海可以营造

“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进

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

南海区政协党组书记刘

光辉表示，接下来区政协要

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提

案工作独特作用，一方面要

不断增强提案办理效能，主

动跟进了解提案办理进展，

推动提案工作提质增效；另

一方面要持续助力人才事业

发展，积极发挥政协职能作

用，持续为人才引育工作协

商建言、提供助力；还要广泛

凝聚产业发展共识，引导广

大委员企业积极响应区委、

区政府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号召，重视产业人才队伍

建设，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积

极拥抱新业态新模式，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南海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升级技能人才队伍需要综合发

力，既要有产业的加速转型，又要有

扶持政策的持续优化，还要有引才

用才机制的创新，让人才引得进、用

得好、留得住，让有一技之长真正

“香起来”。

南海如何全链发力，打造百万

技工“聚宝地”？会上，提案人、委员

代表、行业代表围绕“技能人才引进

和培育”建实言、献实策，提出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助力

打造一支与万亿级工业体量匹配的

百万技工队伍。

“南海在技能人才引育方面存

在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没有充分

发挥其强大制造业对技能人才的虹

吸效应。”在区政协常委、佛山林至

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科学家王博伟看来，技能人才

的成长离不开实践的锤炼，而产业

场景正是最佳的练兵场。

“目前全区强大的产业场景资

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在技

能人才的引育工作中，也没有将这

一宝贵的资源优势当作‘王炸’牌打

出去。”王博伟谈到，南海要打好产

业场景这张“王炸”牌，由政府部门

牵头，全面收集、梳理全区企业所拥

有的各类应用场景，并将分散的场景

加以体系化整合，在人才引

育过程中充分发

挥这一优势。

南海区政协常委、民革南海总支

主委、南海区人民医院院长关紫云从

平台育人、以赛带训、人才培养三个

方面建议加大技能人才引育力度，不

断选出新人以赛代练，引入“双导师”

制，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走出一条

独具南海特色的引育技能人才新路

子。

作为教育界代表，区政协委员、

南海开放大学副校长陈建城长期关

注南海产教融合发展。在他看来，南

海高技能人才存在供需不平衡的现

象，一方面行业、企业亟需高技能人

才；另一方面学校、科研机构各自尽

自己的努力培养人才，却不能满足企

业的需求。

如何做到供需对接平衡？陈建

城建议，需要政府、行业、企业、院校、

科研机构多方联动双向奔赴，发挥各

自的特长与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及时沟通适时优化调整。深化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进职普融通，

提高办学质量，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

佛山市政协常委、广东中科安齿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南海区高端人才联谊会会长陈贤帅

以该企业育才案例切入。在他看来，

南海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高端

技能人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陈贤帅建议，南海要强化企业技

能人才培养主体作用，加大技能人才

引育扶持力度；引导技能人才与科研

人才双向转型，拓宽技能人才职称评

定通道；促进技能人才细分领域培

养，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深化

与港澳技能人才互联互通，推动本地

高水平技能人才高地建设。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原党委书

记、二级正高讲师、国务院特贴专家

冯为远建议，南海加强数字化人才的

引进和培育工作，通过培养引进大批

高水平数字工程师和智慧制造高技

能人才，为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源头活水”。

为什么技工人才比博士难求？

焦点一

怎样打造百万技工队伍？

焦点二

如何实现“无缝对接”？

焦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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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制造业企

业技术人员操控

数字化智能管理

系统。

▲南海第

十九届校

企合作洽

谈 会 现

场。

▲ 在 南

海，人才

享受一对

一政策咨

询服务。

▲

技能练兵竞标

争先系列赛事上，选

手们比拼“一技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