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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洋

广告广告

5月22日，教育部对拟同意设

置的 32所本科高等学校进行公

示，其中，芜湖职业技术大学等

23所为新设职业本科大学。截

至目前，我国已设立和拟设立的

职业本科高校总数达到83所。

当下，中国制造业的振兴离

不开大国工匠，亟须一支懂技

术、会创新、精业务的产业工人

队伍。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

强国的征程中，中央企业的产业

工人队伍群体正以匠心筑梦，在

各个领域勇攀高峰，用执着与创

新诠释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大国工匠
诠释新时代产业力量

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

体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

坚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

量。近年来，我国产业工人队伍

素质不断提升，创新活力持续释

放，成长空间日益广阔。

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

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央企业产业

工人代表们分享了各自在航天

科技、原油开采、超高压输电、装

备制造等领域，勇于开拓创新、

铸就大国重器、履行技能报国使

命的故事，生动展示了中央企业

积极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我国从

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从中国

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突出成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

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数控

车工何小虎，深耕液体火箭发动机

零部件加工第一线，在某型号发动

机关键部件加工中，面对公差仅

0.008毫米的严苛要求，在历经50
次失败后他创新性提出新加工方

法，将合格率从20%提升至100%，

用微米级精度控制的“看家本领”

为航天事业筑牢基石贡献力量。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第二采油

厂第六作业区采油48队采油班长

刘丽扎根采油第一线32年，从换

70斤重皮带的基本功练起，练就

“一摸工具知型号、一看电流判

工况、一听声音辨故障”的绝活。

中国一重集团铸锻钢事业

部水压机锻造厂副厂长、首席技

能大师刘伯鸣，在锻造领域坚守

35年，独创53种锻造方法。2015
年，他和团队攻克首件CAP1400
锥形筒体锻造难题，在计算机模

拟数据、橡皮泥练习操作中反复

摸索，打破国外垄断。他操作的

万吨水压机锻造出百万千瓦整

锻低压转子等大国重器，让中国

在锻造领域赢得国际话语权。

这些在不同领域闪耀的名

字，共同勾勒出新时代大国工匠

的群像。

“对国家而言，培育工匠群

体实质上是构建制造业的活体

知识库，老师傅的经验决策常是

突破技术封锁的关键变量。”中

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

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说。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工匠正

逐渐向人机协同指挥官转型。

朱克力表示，人工智能（AI）质检

要求工匠掌握缺陷样本标注规

则，数字孪生运维需理解虚拟模

型与现实设备的映射逻辑。技

艺融合典型如文物修复领域，三

维扫描与手工错金工艺结合重

现青铜器纹饰。未来，新能源领域

电池箔材张力控制依赖工匠手感

校准传感器误差，航空航天复材铺

层需要技师触觉反馈优化机械臂

压力参数，生物制造中细胞培养环

境调控仍需经验判断。工匠群体

将成为智能制造系统的核心决策

节点。“关键在于构建技艺数字

化沉淀机制，例如日本丰田将顶

级焊工的作业姿态转化为机器

人运动轨迹数据库。”

职业教育
机遇与挑战并存

2024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力争到

2035年，培养造就2000名左右大

国工匠、1万名左右省级工匠、5万

名左右市级工匠，以培养更多大国

工匠和各级工匠人才为引领，带动

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和技能支撑。

“大国工匠”的成长与职业教

育息息相关。而在数字技术飞速

发展的当下，职业教育迎来新机遇。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

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

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

10%；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

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

建成。

然而，当前职业教育存在“准

备过度”与“准备不足”的矛盾。传

统教育模式与产业实际需求脱节，

部分职业本科专业设置缺乏特色，

企业对职业教育认可度不高，技能

认证、设备更新等系统性短板也亟

待解决。

据相关方面反映，职业本科的

计算机类专业与普通本科相似，虽

更强调应用，但在实际应用中，企业

培训或许更为高效。

“我国优势在于规模化技能培

训，但存在系统性短板。职业教育

设备更新滞后、行业代际差明显、技

能认证存在区域壁垒，由此导致晋

升难。”朱克力说。

这些问题如何破局？

朱克力提出，产教融合需要构

建动态响应机制，通过企业项目植

入教学、教师参与生产线优化等方

式，实现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应建立课程预警机制，当某技术

模块企业应用率跌破阈值时即

自动触发课纲重构，例如动力电池

固态化技术渗透率达一定程度时，

立即调整教学内容。”朱克力建议。

朱克力认为，政策引导需聚焦

机制创新，建立跨企业工艺共享平

台破除技术垄断，实施技能等级与

股权激励挂钩制度，推动企业设立

首席技师决策席位。

从政策驱动到制度创新，从大

国工匠的榜样力量到职业教育的

改革探索，职业本科教育正以蓬勃

之势，为我国培育更多高素质产业

人才。这条道路虽充满挑战，但每

一次突破都将为我国迈向制造强

国注入新的动力，这不仅是教育体

系的革新，更是一个国家产业升级

的坚实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