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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占悦

26岁的黄健是立邦公司的一名“小队长”。

他曾获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商品展示技术项

目上海选拔赛第一名，企业愿意破格录取技术

能手，并为其打造个性化成长路径。比如，在晋

升方面不受学历限制等。如今，小小粉刷匠黄健

成为立邦产业人才发展中心教育团队负责人，

负责施工人员、导购人员在创作技术、色彩上的

培训。他的梦想是向包起帆学习，成为一名“大

工匠”。

“包起帆”可否复制？

对于这个问题，采访中，包起帆回忆说，从

普通码头装卸工成长为大国工匠，靠的是自己

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学习的法子。

当然，他也是相关制度的获益者。1977年

上海业余工业大学开始招生，只有初中二年级

文化程度的包起帆考试没有通过，但因为获得

“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和先进生产者，学校破

格录取了他，包起帆就此开启成长成才之路。

这样一种能改变技能人才命运的“破格”和

绿色通道，能否让更多人获益？

记者在蹲点调研中发现，现实中，很多技能

人才在毕业后面临着升学、就业、留校任教三条

路，但这三条路似乎很难“兼容”——只有拿到

大专或本科文凭，入职后才有进一步晋升空间；

只有在企业磨练过一段时间后，才有资格回校

教授实操性更强的技艺。

全国总工会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高技能人

才数量从2016年底的4791万增长到2021年底

的6000万，仍供不应求。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成

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而让更多“小学徒”成长为能扛大梁的“大

工匠”，已不仅仅关涉绿色通道，需要一场全方

位的破题破圈破壁，让人才不受学历所困，让就

业与升学不再成为选择题，让学徒收获复合型

培养……如此，才能让“包起帆”们竞相涌现。

困惑一：
升学就业如何兼顾？

在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斩获货运

代理项目金牌的朱珂这些天忙得脚不沾地，白

天一头扎到实训基地里练习，晚上俯身于书桌

前备战英语科目，“手上的技术活不放下，还得

有新目标”。

一切源于曾经面临的两难抉择：收下知名

企业的录取通知书，直接在货运物流岗位就业；

抑或冲刺备考研究生，等学成后再求职。

朱珂选择了升学，她相信学成后能有个好

前景。对于大多数技能人才来说，升学和就业仿

佛是在天平的两端——选了升学意味着要面临

未来更严峻的竞争，选了就业则怕因为学历有

限而在升职加薪上碰壁，“能否探索一种‘留岗

停薪’新方式，这考验的是企业的魄力和相应体

制机制的保障”。

采访中，不少技能人才感慨：“现阶段的技

能人才培养只解决了从学校到企业的内容，到

了企业之后的成长仍处于摸索阶段。”

破题同样得从源头来。上海市人大代表何

曙光认为，应健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

养通道。

比如，以高职院校建设为契机，建立健全多

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

教育和培训体系；还可完善中高、中本、高本、本

科专业硕士相衔接的培养体系，提升贯通人才

培养适应性；为高职毕业生提供学历继续教育

与专业培训，让行业企业及行业协会深度参与，

构建产教融合终身学习体系。

放眼全国，一些院校为职校生敞开大门，

用技能带动教学。比如，前段时间在互联网上

出圈的高职毕业生邢小颖，多年前被推荐到清

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任教，为本科生讲授

实践课。任教期间积极参与做研究、发论文、申

请专利。

同样，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数控专业学生

王文强，20岁时获得上海市职业技能竞赛学生

组数控车项目冠军，之后留校任教，并成为数控

车床参赛队的“金牌教练”。不拘一格用人才，让

更多职校生看到了新的可能。

有了难得的机会，王文强白天在教室车间

上课教学，晚上不断给自己“充电”，增加理论知

识储备，攻克了利用宏程序加工梯形螺纹等一

道道技术难关。他自己报名考取大专本科继续

深造，获得教师资格证——前后花了5年完成

了身份转换，“当初能多一种选择，非常难得，也

激励着我成长为更高阶的技能人才”。

困惑二：
如何成为不可替代的“螺丝钉”？

“飞秒手术的原理是对角膜组织进行切削，

属于‘减法’手术，因个体差异，几年后角膜组织

再生，可能产生近视回退的现象，且飞秒不适用

于中高度近视。而ICL晶体植入属于‘加法’手

术，高度近视同样可以做，一般不会出现回弹。”

即将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国际）

学院眼视光技术专业毕业的戴君杰，正为医院

患者解答难题。作为专业“技术公关”，他在ICL

人工晶体蕊晶供应链公司顶岗实习。

这一既懂视光又懂销售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在当前就业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从人才培养端“嫁接”新趋势新技术。该学院

眼视光技术专业教师唐雯玮特地开设了《视光电

商服务》《眼镜美学应用》两门复合型课程，以培养

“视光+”技能人才。“学生们体验在线上开网店，

了解相关最新趋势”。彼时，青少年近视防控板块

在社会上热起来，唐雯玮及时增加了硬性角膜接

触镜的验配知识。

课堂更新之外，学生们也付之于实践。戴君杰

在周末进入视光中心兼职，主要负责OK镜板块，

更练就了一双“巧手”。表现出色的他收到了该企

业递来的录取通知书。但他最终选择了一家相对

冷门的公司，成为“视光技术代表”——“一招鲜”

已经不够用了，需要增加更多跨界的知识和技能，

才能在职场上长久生存。

在当前职校“订单班”培养模式下，每位毕业

生都能有个工作“兜底”，但要实现更长足进步，就

要主动破圈破壁。比如，视光专业毕业生可以跨界

电商与销售，数控专业毕业生可以研究工业机器

人，老牌建造专业毕业生能去攻克绿色建筑……

他们可以将技能作为起始点，延伸到各行各业，结

出枝蔓环绕的果子。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党组书记杨

佳瑛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市将围绕“3+6”产业发

展定期发布新技能培训项目和重点支持培训项

目目录，对目录内项目加大培训供给和政策支持

力度。

专家也建议，随着更多新兴行业出现，能有十

八般武艺者才是最不可替代的“螺丝钉”。

困惑三：
职校生社会焦虑怎么破？

“纵观每年表彰的各类产业工人，只上过职校

的少之又少。”

采访过程中，不少技能人才坦陈：目前的社

会心理接受度，仍是横亘在技能人才面前的“隐

形门槛”。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国际）学

院于2019年新开设了电竞专业，培养方向以数

字媒体内容制作与赛事运营策划为主，致力于培

养一批电竞内容制作、静态包装和赛事运营类技

能人才。当前电竞市场用人需求较大，毕业生不

缺工作，缺的是好工作。电竞专业负责人王玉晗

介绍，校企合作模式下，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接

触电竞领域头部企业，但在就业时却往往“攀不

上”——因为，头部企业招聘往往会考虑经验更

丰富的人才。

现实中，这样的困顿已有破局之策。

根据现有政策：技能人才在世界技能大赛等

专业赛事取得相应名次，可被授予“全国技术能

手”“上海市技术能手”“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等

称号——这些有助于推动人才落沪，也对人才未

来评职称有积极影响，更推动技能人才的社会认

可度。

此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加

强本市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

的实施办法》，开辟相关绿色通道。比如，符合条件

的高技能人才可突破学历、任职资历条件申报职

称等。

采访中，有专家提到，全国已有省份开始尝

试，职校生留校直接有编制，技能人才成长多了

出路。

当然，学习、进步永无止境。

开辟绿色通道，打破隐形门槛，给有雄心壮志

的技能人才更多学习成才机会十分重要。当然绿

色通道不代表坐享其成，小徒弟自身“我要学”的

愿望是关键。“创新就在岗位，始于足下；创新不问

出身，人人皆可成功。只有这样小学徒才能成为大

工匠，明天就会有更多‘包起帆’”，包起帆这样说。

同样，刚获评2023年最美职工的上海爱登堡

电梯集团电梯研发部副部长潘阿锁，也提到视野

的扩能。从中专毕业后，他靠自己努力考上南京工

程学院，大学学习为他实操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

础，“如果我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的技术工，可能一

辈子只会修电梯；但有了扎实理论与思考力，渐渐

催生了创造力，我就能设计电梯”。

年轻技能人才成长进阶存在裉节堵点，全方位破题
破圈破壁才能将“小学徒”锻造成“大工匠”——

“包起帆”可否复制？

■大厂里的小学徒

▲二工大高职学院眼视光技术专业学生正在实验。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张继

▲黄健正在粉刷墙面。

▼二工大高职学院电竞专业
学生正在实操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