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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人才“蓄水池” 创新“孵化器” 产业“强后盾”

重庆人社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技能支持与人才支撑

新质生产力“新”在哪里？
新质生产力之“新”相对于传统生产力

而言，是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
革命引致的生产力跃迁，是质量更好、效率
更高、可持续性发展更强的先进生产力，离
不开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升级的深度应用。

紧跟生产力发展“人力—马力—电力—
网力—算力”的演化过程，重庆技能人才也
经历“技工—技师—工匠—智匠”的升级蜕
变，并且在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比
重突破45%，跻身全国第一梯队的里程碑
时刻，数字技能人才数量也刷新70万的新
峰值。

作为“数字智匠”的孵化摇篮、数字技
术的攻关堡垒，“智能+技能”数字技能人才
培养试验区专注于新质生产力之“新”这一
细分领域，将培育新动能与传统技能“智
变”相结合，以“智能+”和“技能+”为新质
生产力双向赋能。

方向之一，“智能+”瞄准新意、凸显深
意。

例如，九龙坡区以“巴渝工匠创新发展
聚集区”为抓手，打造数字技能人才一站式
在线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数字技能人才
培育、聚集和使用模式；数字经济领域的龙
头企业百度乘“云”起势，在渝抢滩布局百
度智能云（重庆）人工智能人才产业基地，
作为全国首个、西南唯一的AI人才产业基
地尽显重量级与“智”量级，产出“人工智能
大模型+仪器仪表营销赋能”“UTV无人驾
驶工作平台”“化工行业人工智能+安全生
产”等创新成果增强核心能力沉淀，成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典范标杆。

方向之二，“技能+”拔高高度、拓展广
度。

西部（重庆）科学城高技能人才国际合
作先导区向世界打开大门，吸引韩国又石
大学、德国米勒宝公司、21世纪韩中交流

协会代表团、老挝水泥公众公司等多个高
校、企业开展交流合作，在国际化办学模式
的平台建设、资源开发、师资国际化、双向
育人、多元办学等方面达成初步意向。这
片开放热土既广迎宾客，也走出国门，成功
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化职业教育人文交流
论坛，成立中东欧（中亚）职业教育中心、
1+N国际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新增海外教
学点11个等。

目光转向国内，无论是布局荣昌的“巴
蜀工匠”协同培养融合区实施“巴蜀工匠”
共育行动，打破毗邻地区人才流通壁垒，还
是永川的“巴渝工匠”创新发展聚集区依托
重庆市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川南渝西大
数据产业联盟，培养大数据产业人才，它们
都促成“川渝一家亲，数字工匠兴”的双向
奔赴。

种种迹象表明，全市“智能+技能”数字
技能人才培养试验区的“一城+双核+三
区+多点”格局全面铺开、蹄疾步稳：“一城”
即全城、全域，“双核”指重庆与成都，“三
区”包含高技能人才国际合作先导区、“巴
蜀工匠”协同培养融合区、“巴渝工匠”创新
发展聚集区，“多点”指市区（县）联动打造
一批数字领域公共实训中心、特色职业院
校（技工院校）等。试验区将“数”与“智”提
档新速度，自下而上引领布局国家级储备、
市级重点、区县重大项目60个，新建技能
人才平台200余个，开发数字专项职业能
力证书45个，策源数字技能国家新职业
（工种）6个，释放雁阵效应、集聚效应、合作
效应“三重效应”。

试验区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多
子落”，有力带动了人才培养与技术攻关的

“全盘活”，培养出大批“智能+技能”复合
型、数字型技能“新苗”，他们注定会成长为
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大树”，促进全市产业
数字化改造和数字产业化发展。

聚焦新质生产力之“新”
双能试验区联动“智能+”与“技能+”

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力”？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

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这一股

“力”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新生态，需要与之相适应的
新型生产关系。

新型劳动者是新型生产关
系的关键一环，新质生产力对
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更高
要求，需要能够熟练掌握新质
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既“手
中有”多维知识技能，又“玩得
转”新型生产工具。相比其他
类型劳动者，由技工院校培养
出的技能人才既站在前沿，又
文技双全，更担当脊梁。

——站在前沿，技工教育
上课如同上班。去年 12月 1
日，重庆工贸技师学院璧山现
代智造工匠（产业）学院正式揭
牌，标志着重庆技工院校首个
工匠（产业）学院正式成立，该
院将集聚政校企三方优质资源
实现办学入企、办学入园，人才
共培、供需匹配。

——文技双全，技工教育
兼顾学业与就业。以重庆铁路
运输技师学院为例，学校将校
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专业设置
与企业需求共融共生，既让校企文化兼容并
蓄、优势互补，达成文化育人、文化塑人的功
效，又根据企业需求形成覆盖轨道交通运营
全产业链、全岗位的专业群，群内所有专业
100%获评重庆市技工院校精品专业，创下
重庆唯一，专业群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高达
99.3%。

——担当脊梁，先锋旗帜飘扬校内与赛
场。重庆市工业高级技工学校全面推行工
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数控加工、工业机
器人应用与维护等7个专业是国家一体化教
学示范专业，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检测与
维修等4个专业是市级一体化教学示范专
业，不仅让学校成为渝西地区技工教育的标
杆和窗口，更以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
提升技能本领，师生在各大技能赛场所向披
靡，年均获得技能竞赛市级一等奖、国家二
等以上奖项20余项。

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市50所技工院校蓄
满力、拉满弓，对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新增专业点114个，调整、淘汰传统落
后专业点68个，建设工学一体化专业96个，
建设品牌专业51个、特色（精品）课程68个，
专业与产业对接率达90%以上。对口子、架
梯子、铺路子，技能人才评价改革也全面走
深，成长成才“天花板”被打破，2023年我市
组织开展技能人才评价42.2万人次，2092名
技术技能人才实现职业发展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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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如何提“质”？
新质生产力之“质”，指向科技创新含

量，核心是科技，关键在质优，意在强调科
技创新服务生产力发展的能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创新是第一动力。技能人才队伍素质的整
体跃升是提高新质生产力之“质”的必要条
件，以人才培养之“质”驱动科技创新之

“质”，进而提升新质生产力之“质”。
在我市职建工作中，这些可以归结为

更加具象的名字：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关于提升新质生产力之“质”的问题，可以
从“一辆车”“一栋楼”“一亩田”里寻找答案。

一辆车，科技领跑“天下谁人不识君”。
在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一辆手握400余项
核心技术的深蓝汽车就是基地培训的“生
动课堂”，来自新能源汽车应用技术、汽车
技术、智能制造应用技术三个专业的技能

人才专注于技能提升、技术攻关，汇聚成强
大的“后背推力”，帮助深蓝汽车以“满电姿
态”向新能源市场发起冲锋。

纵观全市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
能人才培养常与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相伴
涌现，共开展课题研究656个、专利发明
1512项，创新创业610项，创造产值2亿
元，教学教研获奖2296项、技术技能获奖
820项。

一栋楼，迭代升级见证“数智高楼平地
起”。

从“人+嘴+纸笔”传统施工员到以
“BIM”为代表的智能施工员，从“人+砖
刀+手推车”的建筑方式到智能机器人“工
友”上工，从过去的“纯”建筑到产业跨界融

合，建筑行业的迭代升级随着技术浪潮而
起伏，重庆建筑技师学院在新技术领域精
准踩点，透过其建设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可见清晰的足印。

基地倾力打造工程造价（数字建造）、
建筑设备安装（智能楼宇）、物联网应用技
术（智能家居）等5大重点专业，谋划建筑
信息模型技术员、物联网安装调试员、智能
硬件装调员等7个工种培训体系，让培养
出的技能人才不仅懂建筑，还懂机械、懂数
据、懂能源等，成为长于理论、长于实践、长
于创新的数字复合型技能人才。

一亩田，脚踏实地头顶“一朵数字的
云”。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依托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在黄瓜山村建设“巴渝工匠”乡村
驿站。田间一角，无人机搭载多光谱传感
器一飞而过，萝卜的长势情况立即生成数
据图谱，操作员正是驿站无机人驾驶培训
中心的毕业生。当乡村振兴的“良机”配上
科技感满满的“良技”，数据成了新农资，黄
瓜山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活跃着一批看
得懂图、用得顺手的技能型“新农人”。

无论是一辆车、一栋楼、一亩田，还是
更多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场景，都指
向“科技创新提高技能水平，技能人才反哺
科技创新”的实践规律，这也是提升新质生
产力之“质”的关键要义。这些处于科技创
新链条前端的培训基地，有效带动推进了技
能人才队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量质齐升。
2023年我市技能人才数量达到530万人，
比2010年的230万人增加了1.3倍；高技能
人才超过168万名，比2010年的61万名增
加了1.75倍，占比31.7%、稳居西部第一。

提升新质生产力之“质”
“高基地”提升科技含量、提高技能水平

新质生产力如何扩“产”？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

是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新质生产力之
“产”，指向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
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工人对于产业发展的嗅觉最为灵
敏，尤其对于担当产业领军人才的技能大
师，既是培养新质劳动者的“工匠良师”，更
是发展新兴产业的“精锐主力”，其肩上的
紧迫感、使命感不言自明。

攻关“卡脖子”难题，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撑腰”。从零下35℃到50℃，唐跃辉技
能大师工作室团队常年穿梭于新能源汽车
研发战线的“冰与火”之间，这群逆行“候
鸟”在2023年成功攻克软包电芯及扣式电
池的制作方法，从无到有牵头完成3大板
块试验设备4新评审，共计梳理指导性文
件120份，“一体化电驱系统开发及产业
化”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传承工匠精神，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育
才”。陈志军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研发

出国家级样板支部和大师工作室双引领，
学校和企业双主体，工作室和孵化器双驱
动，中职高职和专科本科双贯通的“四双八
段式”人才培养模式，在老挝万象、成都蒲
江、重庆綦江、奉节等地建有6个工作站，
培养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发挥平台价值，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
能”。张毅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融入国
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南供电分公司全局工
作，以“专家后管理”“双循环”模式实现产
出效应的最大化，让专家人才创造的价值
能够与人才荣誉相匹配，在公司的创新能
力、经营业绩提升、人才培养、党建工作、企
业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发挥作用，既让荣誉

“保值增值”，也让人才“才尽所能”。
利用技术优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护

航”。何涛技能大师工作室专注于无人机
技术创新及人才培养，2023年累计开展无
人机巡检10663架次，巡检线路8061公
里，发现设备本体缺陷1557处，减少人员
登塔4000余次，提升了电网设备巡检效率
约5倍……以“千里眼”和“顺风耳”为地方
电力保驾护航。

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市大师工作室既
立“顶天立地”之姿，又成“铺天盖地”之势，
随着企业“新八级”制度改革试点见效，34
名特级技师、3名首席技师荣登技能等级
金字塔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表现尤为
亮眼。如今，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规上工业比重为32.2%，不断上扬的数
据曲线没有辜负技能人才、工匠大师的倾
情奔赴。

服务新质生产力之“产”
技能大师担当新兴产业的精锐主力

长安汽车数智工厂智慧化生产车间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重庆化医技师学院）教师开展校内实训授课

“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进产业集聚、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一年之计在于春，2024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
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烈信号。

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从全面部署到纵深推进的重要之年，在改革攻坚突破的奋斗之年，“新质生产力”传递的意图十分明晰，24个字——推动科技
创新、提升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建设未来产业，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创新动力。

“创”与“产”的背后都落脚于“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是链接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的核心劳动要素，起到关键资源的关键作用。
怎样做好新质生产力的技能支持、人才支撑？重庆人社的回答是：以“智能+技能”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试验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

室、技工院校作为技能人才“蓄水池”、技术创新“孵化器”、产业发展“强后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新”欣向荣、“质”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