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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于今天在广州落幕，来

自广州、香港、澳门和成都的64位年轻职业技能选手为观

众接连呈现惊奇。集竞赛、展示、技术交流和公众互动于

一身，打造全民参与的技能盛宴，这项赛事只是广州市多

年来重视和发展技工教育与培训，打造高技能工匠人才的

一个缩影。

从“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到全国热议的工匠精

神，究竟如何培养技术人才，打造真正的“中国工匠”？广

州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支撑起现代化产业高地
陈立准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专业带头人，同时也是

世界技能大赛网站设计项目中国队专家、教练，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全国技术能手。

2006年，陈立准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第四届穗港澳青
年职业技能竞赛，并获得季军。之后的10年，他从一名技
校生逐渐成长为一名青年骨干教师、全国技术能手、国家
级技能大师。技能，是他职业生涯的关键词。
“网站设计领域，蕴含着无穷的知识，技术的迭代发展

之快，需要坚持创新、极致的精神去探索。”在技能的教育
培训上，陈立准认为，技工教育在方向定位上侧重于岗位
教育，旨在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陈立准所说的“技工教育”其实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一
部分。据了解，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大体上分为两部分：
一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职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职
业技术学院、应用技术大学等；二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主导的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职业
培训机构。两者都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建
起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

广州发展技工教育已有64年历史。1952年，广州劳动部
门举办初级工人技术学校，标志着广州技工教育正式启航。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技术工人十分短
缺，很多行业、企业开始兴办职业培训机构和技工学校培养
技术工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
目的地，广州的技工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2005年，广州进
行职业教育调整改革，将行业、企业举办的技工学校划归市
劳动部门直接管理，整合成6所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
“我认为技工教育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成长与发

展阶段，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输出将支撑起打造技能强
国目标的实现。”陈立准说。

广州市正积极引导技工院校加强重点专业、特色专
业、紧缺专业建设，改造、提升、淘汰老旧专业。机器
人、无人机、船舶制造、环保技术、移动互联、养老护理
等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被列入重点建设之列，最新的
职业标准、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正在为高水平的技能人
才铺平道路。

探索技工教育“广州模式”
作为教师，陈立准也有不错的成绩。他的3名学生曾

经作为3届世界技能大赛网站设计项目的中国国手参赛，
并获得优胜奖。
“在这其中，我凭借的就是认真、执着和韧劲，而我也

把这种精神很好地传递给了我所带过的每一个学生，我相
信这对于他们成长成才是很有帮助的。”陈立准说道。

技工院校为更多像陈立准和他学生这样的“师徒”关
系提供了机会。目前广州共有27所技工院校，其中民办技
校18所，全日制在校生11.3万人；设有126个专业，涵盖
农业、机械、信息、交通、建筑、轻工、服务、电工电
子、财经商贸、文化艺术等十多个大类；每年毕业生近3
万人，就业率 98%以上，年社会培训鉴定 10.3 万人。此
外，广州还设有国家级“大师工作室”2个、“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4个、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3个。

广州市技工教育经验可总结为“政校企一体”的办学模
式、“工学评一体”的培养模式、“技艺道一体”的成才模式。

广州技工院校来源于企业，产业主导、校企合作是技
工教育的基本办学制度。目前，广州技工院校与18个工业
园区、3000多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招生招工计
划、培养计划、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教师队伍、教育教

学、管理平台、考核评价等8个方面都由校企双方共同展
开。有7所技师学院对应产业链上、中、下游岗位需求，
建立了34个产业系。在大学生就业一年难比一年的情况
下，广州却出现了技工院校学生毕业前一两年就被企业预
订的局面。

技工教育在广州还被打造为“民生教育”。据悉，该市
技工院校的学生80%来源于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技工院
校在承担失业人员培训、新生劳动力成长、农村劳动力转
移、职工技能提升、农村教育扶贫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优势。

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人介绍，广州坚
持以民生为根本，以就业为导向，“面向社会、面向人人”，
努力让新生劳动力在就业前接受正规的职业教育培训，让他
们拥有“一技之长”，解决个人和家庭的生计问题。为他们一
生的职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让“考分的失意者”成为“技
能的成功者”，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

延揽高素质技能专业人才
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广州市的技工教育致

力于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除了当地技工人才的教育培训
之外，广州市也觉察到技术人才引进的重要性。

2012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指出，广东制造业
存在的问题不是装备不好，而是许多技工水平不足。直到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就业
总量压力不减而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找工难”与“招工
难”并存，这让主管全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技能人才
等工作的部门感到“问题紧迫、责任重大”。

同年，广东省提出将所有高级工以上技术职称的外来
务工人员88.3万人列入当年入户城镇对象。并计划将入户
城镇的外来高级技工纳入到公租房的对象中，让他们给拥
有“广东梦”的年轻外来务工人员作标杆。

一线城市落户难度逐年攀升，但广州市却一直延续着
对外来技工人才的友好与欢迎。

2014年印发的《广州市户口迁入管理办法》第九条表
示，具有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普通高中以上学历并具
有高级职业资格、所从事的工种（岗位）符合广州市紧缺
工种（职业）目录、在广州市连续居住、就业（创业）和
缴纳社会保险满2年的35周岁以下人员，如有合法住所，
准予其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迁入广州市居民户口。

对于技能人才则政策更优。只要在广州市准入条件规
定的49个紧缺工种范围，技师和高级工在40周岁以下，高
级技师在45周岁以下，并符合其他规定，则可落户。

2015年度《广州市积分制入户职业资格及职业工种目
录》中，增加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执业）资格和职业工
种的数量，积分制入户惠及更多广州市紧缺工种人才、特
殊艰苦行业人员，吸引更多低学历但又是急需的专才落户。

广州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大力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上水平的战略期，杨秦说，广州将围绕人才强国战略，
不断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创新模式、深化改革，打造具
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技能人才强市。

10月 19日到20日，2016年（第九届）穗港澳蓉青年
技能竞赛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赛事由广州
市人社局举办，64位来自广州、香港、澳门和成都的职业
技能达人齐聚广州、同场竞技。

从今年年初开始，上千名广州、香港、澳门和成都的
青年技能好手参加了赛事的选拔，经过初赛、复赛、淘汰
赛等多轮考验，64位技能精英脱颖而出，取得第九届穗港
澳蓉青年技能竞赛的入场券。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参赛选手都是24岁以下的“小鲜
肉”。不同竞赛项目有不同的年龄限制，其中移动机器人、
网站设计及橱窗展示（视觉营销）项目的参赛对象为1995
年1月1日或以后出生（21岁以下）的青少年，美容、网络
布线项目的参赛对象为1992年1月1日或以后出生（24岁
以下）的青少年。

除了技能比拼外，本届赛事还集竞赛、展示、技术交
流、公众参与于一身，打造全民参与的技能盛宴。竞赛现
场专门设立欢乐体验互动区，提供了30多个技能互动体验
项目，包括汽车模拟驾驶体验、汽车轮胎拆装、珠宝首饰
鉴定、服饰DIY（图案设计）、茶艺、咖啡制作、烘焙制作
等，观众可免费参与体验。

此外，竞赛现场还设职业教育成果展区，通过展板、
视频、画册等形式，展示穗港澳蓉四地职业教育和技能人
才培养方面的特色和成果，向市民介绍四地顶尖技能精英
的成才事迹，领略能工巧匠的风采，并对技术技能和职业
教育形成全新、全方位的认知。

据悉，该项赛事于 1999 年由广州、香港两地发起。
2002年，随着澳门的加入，赛事发展成为“穗港澳青年技
能竞赛”，每年一届，由穗港澳三地轮流举办。2008年成都
加入，此后赛事更名为“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两年一
届，由四地轮流举办。

赛事举办以来，比赛项目也由最初的车工、钳工和计
算机绘图3个项目，发展为今天的美容、移动机器人、网
站设计、信息网络布线及橱窗展示（视觉营销）5个竞赛
项目。

经过17年的发展，主办方从两地变为四地，参赛者从
学生扩大到全社会青年，比赛项目由3个增加到5个，赛制
标准逐步与世界技能大赛接轨。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逐
渐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区域性技能竞赛品牌，并在促进
四地经济发展以及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的交流合作方面，
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九届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设置了橱窗
展示（视觉营销）、网站设计、移动机器人、美
容、信息网络布线等5个竞赛项目。

橱窗展示（视觉营销）是一项“创意+脑
洞”的比拼。试想，当你匆匆走过街头，商店
外怎样的橱窗会第一时间吸引你的目光？这个
项目考验的是选手的创意、审美能力、整体布
局设计（灯光、三维、道具）能力等，对团队
的协作能力要求相当高。

网站设计考的是“技术+颠覆”，选手们将
通过繁复多变的编程手法，在虚拟的网络平台
上，不断创造出新的可能。两天的比赛中，选
手们将一展自己的计算机编程能力、网站设计
开发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

移动机器人项目，为人们智能一体化的生
活提供了不一样的体验。在这个项目中，选手
们将充分发挥动手能力、现场应变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等，运用最前沿的新科技，对机器人
进行编程调控，通过“科技+革新”，令它们的
功能更加多元化。

美容项目是爱美人士不可错过的学习机
会，选手们将通过面部护理、手部护理、晚
妆、幻彩妆四项考验，来展示自己的专业技巧
和创新能力，围观者或许还能“偷师”几招日常
护理的技巧呢。

信息网络布线的选手将运用专业的知识和
独创的布局思路，搭建全新的信息网络布局工程
施工方案，“专业+独创”让你感受“飞一般”的网
速。

可以说，在这场“技能比武”里，选手们
要比拼的绝不仅仅是技能，还要展现前沿技术
与潮流触角，创造出老百姓生活中贴身实用的
竞技作品。 （李 婕）

林洪伟：

网络布线终胜日
林洪伟，第43届世界技能

大赛网络布线项目铜牌得主，

就读于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信

息服务产业系计算机网络技术

高级班。

进入备战世界技能大赛的

集训队之初，林洪伟就表现出

了超常的专业素养，他总是能

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快的速

度，以平稳的心态，创造出最

佳的工作效果。后来，随着集

训任务的加大，面临严酷的淘

汰机制，林洪伟更加主动研读

技术文件，规范各项工序，严

格按照各项工艺要求进行科学

训练。

“我的专业需要大量耗材供

我试验操作，如果学院不下重

本支持我们的话，我们是出不

了细活的。”林洪伟非常感恩学

校提供的平台，同时他的刻苦

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历届世赛中，日本选手是

这个项目的“常胜将军”。据林洪伟介绍，日本选手是

布线速度最快的，国内一般做70多芯的时间，到了日

本选手那里就能多做20多条。

“最后这几芯可能就是胜负关键，我能做的只有

更加努力。”林洪伟说，教练拿来日本选手比赛的视频

反复播放研究，经过不断训练，林洪伟最高记录达到

了92芯。由于持续高强度的练习，林洪伟不仅速度提

升了，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手臂练就了健硕厚实的

肌肉，令人羡慕不已。比赛中，林洪伟不负所望，在布

线时速度超过日本选手，最终获得信息网络布线项目

铜牌，取得该项目参赛以来最好成绩。

冼星文：
制冷技师扬威莱比锡

冼星文，男，1992年6月出生，现为广州市工贸技

师学院教师。2012年7月在制冷与空调项目全国选拔

赛上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入选国家集训队，进入第42届

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调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广

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进行集训。

集训期间，他凭借良好的基

本功和心里素质，通过各阶段选

拔，成为该项目正式参赛选手。

2013年5月参加澳大利

亚全球技能挑战赛制冷

与空调项目，以总分第一

赢得比赛。7月代表国家

参加在德国莱比锡举行

的第42届世界技

能大赛，经过努力

拼搏获得制冷与

空调项目铜牌。

工匠精神闯天下 技能人才聚羊城
本报记者 李 婕

穗
港
澳
蓉
青
年
穗
城
竞
技

本
报
记
者

李

婕

优
秀
技
工
风
采

本
报
记
者

李

婕

冼
星
文

林
洪
伟
在
比
赛
中

参加第九届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的选手在

备战美容项目。

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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