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赛引领，技能圆梦。
第七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

暨“巴蜀工匠”杯新职业技能大赛在中
国（重庆）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和重
庆五一技师学院举行。比赛以“技高
行天下·能强走世界”为主题，全市41
个区县共621名选手211名裁判员报
名参赛，平均每个区县参赛11个项
目。

相较于前6届比赛，本届大赛实现
综合化办赛、信息化办赛、市场化办赛
三大突破。尤其是在信息化办赛方
面，开发上线了重庆市职业技能竞赛
信息管理服务“渝赛宝”平台，通过平
台可实现全市各区县职业技能竞赛的
统一管理，将各赛项及人员数据互联
互通，提高了比赛的公平性和公开性，
规范了竞赛流程，提升了办赛效率，做
到了竞赛数据可视化、办赛过程可追
溯、大赛结果可评估。

本届大赛两赛合一，第七届中国·
重庆职业技能大赛共设置20个比赛
项目，同步举办的“巴蜀工匠”杯新职
业技能大赛共设置6个项目。值得一
提的是，6个新职业赛项已在全国率先
完成竞赛技术标准开发。

“这次比赛的办赛流程和标准都
对标全国技能大赛，能够来参加我深
感自豪与责任重大。”本届比赛的
CAD机械设计项目选手江若鑫为了
备赛制定出详细的训练计划，精确到
每一天的每小时，目的只有一个：赛出
水平、提升技能。

回眸世界舞台、全国大赛上的“重
庆身影”，每一次拼尽全力的付出，那
股“一定能，一定行”的劲儿，总让人肃
然起敬。

6年前，巴西圣保罗。看着五星红
旗高高飘扬，来自五一技师学院的聂
凤眼眶湿润了，她实现亚洲人在世界
技能大赛美发项目中金牌零的突破，
也是我国首位女性世界技能大赛冠
军。

在第45届俄罗斯喀山世界技能
大赛上，来自铁路运输技师学院的梁
攀把热爱做到极致，夺得电子技术项

目金牌，让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这
枚金牌也是中国在该项目取得的首
金。这一届世赛，重庆选手创下4金4
银2铜3优胜历史最好成绩，金牌数、
奖牌数位列中西部首位。

截至目前，我市在世界技能大赛
中已累计取得6金7银2铜9优胜，奖
牌总数居全国前列、中西部第一。

在全国大赛的舞台上，重庆同样
佳绩频出。

在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
能大赛上，97名重庆选手逐梦羊城，巴
渝绝技享誉全国，斩获4金4银4铜41
优胜。

2021年9月28日，全国乡村振兴
职业技能大赛上的欢呼声犹在耳畔，
重庆选手获得3金6银2铜6优胜，金
牌榜、奖牌榜均位列全国第二；“一带
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广发“英雄帖”，44
个国家和地区的698名技能精英来渝
参赛，人社部批准大赛永久落户重庆
举办……据不完全统计，我市每年举
办120场次、300余个职业工种的“巴
渝工匠”杯市内系列竞赛，重磅国家级
技能赛事做到全覆盖参与。

每一块奖牌都是一面镜子，折射
出重庆参赛实力、办赛水平，更折射出
以职业技能竞赛推动技能人才培养的
突破与创新。

为做好职业技能竞赛工作，重庆
率先制定出台的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
法等5个重要规章制度成为“全国范
本”；举办职业技能“云竞赛”的经验做
法被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介到世
界技能组织；全国火锅、小面职业技能
大赛让“重庆味道”飘香四方……

以贯穿始终的改革脚步、奋斗姿
态。如今，我市已建立健全以世界技
能大赛为龙头，以“一带一路”国际技
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为引领，中国·重庆职业
技能大赛、“巴渝工匠”杯系列竞赛和
川渝技能竞赛等专项赛为主体，企业
和院校技能练兵比武为基础，具有重
庆特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赛场争胜
多项重磅赛事名列中西部第一

从2007年至今，中国·重庆职业
技能大赛迎来了第七届比赛。重庆在
全国率先以省级政府名义举办综合赛
事，每一届比赛都是一场群英盛会。
截至目前，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已
累计辐射带动300余万人参加技能比
拼，培养高技能人才10万余名，为全
市产业发展解“人才之渴”。

事实上，以赛事培养人才还仅仅
只是我市高技能人才工作的一方面。
为建立一支规模宏大、门类齐全、技艺
精湛的技能人才队伍，市人社局紧紧
围绕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以提
升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为核心，近年
来深入实施“巴渝工匠2020”计划，让
技能人才“生态圈”越来越优、“朋友
圈”越来越广、“家底”越来越厚，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技能人才
保障和紧缺智力支持。

如何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
态？

“巴渝工匠2020”计划、高技能人
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高技能人才专
项发展规划、技工院校管理办法、专业
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贯通发展等多
项重磅文件出台，立起“四梁八柱”优
化发展环境，释放出广纳高技能人才、
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强烈信号。

如何厚植“锻技强能”的人才沃
土？

各类实训中心、实训基地、技工院
校成为孕育人才的摇篮，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技师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培
训更为其“锦上添花”。我市已建成中
国·重庆公共实训中心、世界技能大赛

中国（重庆）研修中心，并成功挂牌全
国第一个康养实训基地——中国（重
庆）康养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以平台
载体吸引要素聚合，构建高技能人才
发展的“强磁场”。

如何深化“请进来+走出去”的人
才合作？

于重庆而言，引才犹如“及时雨”，
关键时候降甘霖、解焦渴；育才则像

“自流井”，汩汩涌流、润泽山城。
打开“拥抱”坚持请进来，我市引

进400名国际职业技术专家和高技能
专家来渝开展交流合作，组织开展“巴
渝工匠”绝技绝活交流活动；迈开“脚
步”坚持走出去，每年选拔20名优秀
中青年技能人才赴美国、德国等开展
短期培训，签订中国（重庆）·新加坡
500人次技能人才交流培养协议，增强
世界眼光。

更好的发展环境、更坚实的培育
根基、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这些大大小
小的变化，累积成实实在在的利好，化
为高技能人才真真切切的收获。

重庆技能人才队伍一天天“长个
子”，全市共有技能人才446.7万，涵盖
58个行业、373个职业工种，人才数量
位于西部第二；一步步“壮体格”，全市
高技能人才124.6万人，占比居西部
12省区市第一；一层层“扩平台”，建成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31个，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38家；一个个

“有出息”，全市共培养“中华技能大
奖”获得者10人、重庆英才·高技能领
军人才60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74人、全国技术能手271人。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对技能人才工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培
育和发展新业态的重要部署，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求，我市将于29日举
办第七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暨“巴蜀工匠”杯新职业技能大赛。这次大赛，
是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生动侧写，也是对“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有力回答。

巴渝工匠展露锋芒，大赛将展现出全市446.7万名技能人才的自信自强。
同时以赛为媒，川渝技能竞赛合作将推动川渝职业能力建设协调发展迈向深

入，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赛促培，充分发挥竞赛示范、引领、带动作
用，将持续壮大重庆高技能人才队伍，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磁场效应
亮出446.7万名技能人才“家底”

第七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暨“巴蜀工匠”杯新职业技能大赛29日开幕

作为全市最高水平的职业技能综合赛事，本届大
赛吸引了众多技能健儿参与，他们的热情和活力将点
燃整个重庆。

“经过前6届大赛的培养和积淀，本次参赛选手整
体水平比往届高出许多。”作为此次建筑信息模型、砌
筑、室内装饰设计项目负责人，程翠华对选手的专业能
力给予高度评价。

选手的实力收获业内认可，重庆高技能人才建设
工作的“实力”，同样收获来自全国的掌声。技工教育、
技能竞赛、人才培养、职业培训、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
教材管理等工作在全国职建工作会、专项工作会等发
言11次，获得人社部颁发的奖牌15枚。

多年职建工作的辛勤耕耘，所有的尺寸之功都凝
结为技能人才的获得感。我市在全国率先出台《重庆
市技工院校管理办法》等“1+9”管理制度，以技工院校
作为培养技能人才的主渠道，用特色专业铺就人才进
步的“阶梯”，专业对接我市产业发展匹配度达到
83%。跳出“农门”推开“幸福之门”，越来越多学子通
过学习一技之长，实现了技能脱贫、技能就业，就业率
达98%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第七届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大赛共
设置20个比赛项目，均是就业容量大、与农村转移劳
动力就业联系紧密的工种，职业技能为乡村振兴注入
澎湃动能。

赛场之外，我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年培训50万人
次以上，32个新开发特色职业（工种）让农民端上“新
饭碗”，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培训已培训5.3万人次在岗
农民工、10.8万人次农村转移劳动者，他们用一技之长

“挣来”新的生活。
技能培训犹如跬步积累，带来“至千里、成江海”的

蜕变：技师培训年培养紧缺急需技师和高级技师5000
人以上，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已累计超过10万人，总
量全国第一。

职业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评价齐头并进，市人力
社保局全面推行企业、技校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精
心遴选第三方社会培训评价机构，备案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机构227家。目前，我市初步建成以职业资格鉴
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为主要
内容的技能人才多元评价制度，累计颁发职业资格证
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630万人
次。

重庆技能人才队伍一步步“高起来、强起来、火起
来、热起来”。接下来，我市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启动实
施“巴渝工匠2025”行动计划，着力推动高技能人才高
质量发展，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中西部职业技能竞赛
重要举办地、研发地和策源地以及技能人才高地，为实
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技能与动能。

王小寒 阳丽

尺寸之功
多项职建工作获得人社部表彰

本届大赛为两赛合一，在“巴蜀工匠”杯新职业技
能大赛中，川渝两地选手同台比拼、以赛促技，每个项
目各派出5至10名优秀选手参赛比拼。这次比赛既是
川渝友谊赛，也为12月上旬在浙江杭州举行的全国新
职业技术技能大赛实战练兵。

“在全国，重庆第一个开发省级培训标准和考核标
准，已经公布27个新职业培训考核标准。希望通过这
次赛事给予选手展示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新职业规范
化发展。”中国（重庆）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我市已遴选认定三批次350余所新职业从业
人员培训机构，依托实训中心建立新职业培训示范基
地，从2020年初至2021年10月开展培训3万余人次。

新职业的兴起是新时代活力奔涌、动能澎湃的生
动例证，一个又一个新职业实现从无到有的生长、从有
到好的蝶变，为奋斗者标注美好生活的方向。

本次大赛除了吸引大众对于新职业的关注目光，
也进一步增进川渝两地友谊。自去年两地人社部门签
署框架协议以来，四川省8所技师学院与重庆市13所
技工院校重点围绕技能竞赛、专业建设、人才供给等方
面，开展合作交流活动20余次，川渝两地以深化职业
技能竞赛协同发展为切入点，不断夯实合作交流基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出台将进一
步推动川渝合作，市人社局将积极落实纲要要求，持续
深化职业能力建设协同发展，携手提升川渝技能人才
服务供给力、辐射带动力和区域影响力，为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技能人才支
撑。

川渝深化技能合作
“巴蜀工匠”论剑重庆

链接

“以赛促培”砺精兵“巴渝工匠”露锋芒

专题 7CHONGQING DAILY

2021年 10月28日 星期四
责编 胡东强 彭光灿 美编 夏隆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