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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评价既是技能人才
培养的“风向标”，也是技能
人才配置的“定位器”。今
年7月以来，广东围绕“放管
服”改革工作部署，深化技
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创新
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打造龙头企业、技
工院校、行业协会等人才培
养主体、评价主体、用人主体
共同参与的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制度。

2019 年 ，按 照 国 务 院
“放管服”改革部署，水平评
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技能人
才水平评价由政府认定改为
实行社会化等级认定，这是
技能人才工作的重大变革。

广东省技能人才培养评
价专家库专家周永章表示，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是指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公布的用人单位、院校和社
会培训评价组织，按照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
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水平进行
考核评价的活动，是技能人
才评价的重要方式。“推行职
业技能等级制度，解决了职
业资格退出目录后广大技能
劳动者‘无证可考’的现实问
题。”他说。

“我们把推进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工作作为实施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推进‘广东技
工’工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内容，目标是通过建立行业、
企业、院校广泛参与，共建共
评共治共享的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紧扣产业链打造人才
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充足的技能人才支撑。”广东
省人社厅副厅长杨红山说。

广东探索建立劳动者终
身职业生涯发展制度。截至
今年年底，全省已有约50万
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已有 2500 多名高技能人才
取得工程技术职称。

广东千万技能大军
“去年看了师兄代表学校

去参加省赛、国赛，我深受鼓
舞，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机
会。”在广东省第二届职业技能
大赛的颁奖舞台上，年仅16岁
的谢烺俊与队友凭借过硬的技
术与默契，一举拿下轨道车辆技
术项目金牌。技能实现梦想，连
谢烺俊自己也想不到，1年前
许下的小梦想会这么快实现。

神舟飞天，巨轮出海。产
线开动，机器轰鸣。

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强
劲发展，离不开一支强大技术
工队伍的支撑。

目前，广东技能人才总量
达135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456万人，为广东高质量发展
提供源源动能。广东千万技能
大军是如何培养的？

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技
能人才工作，紧紧围绕产业布
局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全面推
进“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
粤家政”三项工程提升劳动者
素质。以技能大赛为抓手，贯
通三级赛事平台构建“大国工
匠”培养体系。开展南粤技术能
手奖评选，树立技能典型，打造
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深化技
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创新推行
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如今，广东多渠道培养技
能人才，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取
得了丰硕成果。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为
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贡献
技能力量。

精雕细琢、指尖飞绕，
一块由 100 多克黄金纯手
工制成的“牧牛”吊坠与图
纸相似度达到 97%以上；
只 用 15 个 小 时 ，一 个 近
50 平方米的小花园从一
片荒芜中拔地而起，硬景
误差在 2 毫米内；手指飞
快敲打键盘，眼睛紧盯电
脑屏幕，3 小时内在 1 万
多个样本中找到目标……
在广东省第二届职业技能
大赛的赛场上，各路选手大
展身手。

这里既有工业设计、原
型制作、工业机器人比拼，
又有区块链、人工智能、
大 数 据 等 项 目 ，还 有 木
工、园艺、花艺等角逐，涉
及制造业、信息技术、交
通运输、建筑业、服务业
等 14 个国民经济行业大
类，项目多、规模大、水平
高、观赏性强。

作为广东技能“全运
会”，大赛围绕广东战略性
支柱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设置141个竞赛
项目，分别对标世赛项目、
国赛项目。吸引来自21个
地市和相关行业以及驻穗
技 工 院 校 、职 业 院 校 的
6000 多名选手同台竞逐。
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技能人才支撑。

赛场就是业务素质提
升的“练兵场”，成长成才
的“大舞台”。参赛选手平
均年龄 23 岁。青春的气

息、自信的面庞，在赛场上
传承技能，撑起“大国工
匠”的未来。

“可以明显感受到，与
以往竞赛相比，这次参赛
选手技能水平更加高，操
作更加规范，精神面貌也
更加亮眼。”本届大赛机电
一体化项目裁判长李全利
颇有感触。

近年来，随着“广东技
工”工程的不断推进，广东
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需要
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需求，
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和职业
技能培训，闯出一条富有广
东特色、产教融合的技能人
才培养发展之路。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建。
这是“广东技工”工程和广
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给出的
答案。

借鉴世赛办赛理念和
办赛模式，广东引进世赛技
术标准和竞赛规则，在竞赛
项目、评价标准等各个环节
与世赛对标，高标准锤炼

“广东技工”。
“争金夺银不是唯一目

的，培养新时代大国工匠，
实现技能报国和高质量就
业，才是最终目标。”广东
省人社厅副厅长杨红山指
出，目前，广东正加快构建
以世赛为龙头、国赛为主
体、省赛为基础的技能竞赛
体系，高质量培育技能人
才，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匠”大军需求。

“广东不仅需要仰望
星空的科学家，也需要脚
踏 实 地 的 技 能 人 才 。”
闭 幕 式 现 场 还 揭 晓 了
第 四 届 南 粤 技 术 能 手
获奖名单，由中华技能
大 奖 获 得 者 为 获 奖 代
表进行颁奖。

来自广东特地陶瓷
有限公司的唐奇，荣获第
四届南粤技术能手奖称
号。在他看来，树立一批
高技能人才典范，能带动
一批能结合理论与实践
为产业服务的高素质应
用型技能人才，提高工匠
待遇和社会地位，调动全
社会各方面尊才、用才、
惜才、爱才的积极性。

如何挽救濒临失传
的传统技能？如何提高
技能人才的归属感和社
会地位？近年来，广东省
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需
要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
需求，大力发展技工教育
和职业技能培训，闯出一
条富有广东特色、产教融
合的技能人才培养发展
之路。

如今，广东的职业技
能培训不再局限于学校：

以实施“粤菜师傅”“广东
技工”“南粤家政”三项
工程为抓手，越来越多
的从业者正在通过多层
次的职业技能培训实现
就业，通过技能实现梦
想。广东“大技能”格局
正在形成。

在广东“大技能”的
新格局下，广东组织开展
第四届南粤技术能手奖
评选。对“在生产一线工
作岗位、在技术创新和科
技成果转化方面做出突
出贡献、并取得重大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高技
能人才授予“南粤技术能
手奖”。记者了解到，这
是广东省政府表彰技能
人才的最高荣誉奖项，

“每三年评选一次”。
“该奖项是面向全省

各行各业技能劳动者，重
点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

‘粤菜师傅’‘广东技工’
‘南粤家政’三项工程等
领域开展。”广东省人社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奖
旨在树立技能典型，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打造高素
质技能人才队伍。

文/周聪 粤仁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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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培养技能人才
铸就技能人才发展之路

从何而来？

12 月 6日-8日，中国晚报工
作者协会第36届年会暨“全国晚
报社长总编红船行”专题采访活
动在浙江省嘉兴市举行。嘉兴市
委书记张兵，中国晚报工作者协
会会长、羊城晚报社社长刘海陵
出席活动并致辞，并共同为“全国
晚报社长总编红船行”授旗，中国
晚协执行会长朱国顺作《中国晚
报工作者协会报告》。

本届年会以“融媒创新蝶变，
致敬百年风华”为主题，由中国晚
报工作者协会、嘉兴市委宣传部
主办，南湖晚报承办。据悉，从
1986 年开始，中国晚协每年都会
召开年会，共商改革发展、繁荣中
国晚报事业大计。

张兵在致辞中说，百年大党
红船起航恰风华，全国晚报融媒
创新正青春。在全国上下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感悟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
之际，在嘉兴举办中国晚协第 36
届年会暨“全国晚报社长总编红
船行”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张兵指出，晚报是中国新闻
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占据

着全国平面媒体市场的“半壁
江山”，社会影响力、品牌知名
度、读者认可度都具有不可替
代的优势。

刘海陵在致辞中说，在嘉
兴这个凝固了历史的建党圣
地，一起溯寻晚报的“精神坐
标”，希望全体晚报工作者自觉凝
聚精神力量，自觉践行使命担当，
自觉增强专业素养，自觉坚持守
正创新，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
推动新闻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新媒体环境下，传媒格局
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深度融
合为目标的媒体改革正在进行
中。嘉兴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
记、社长马雪腾详细介绍了嘉报
集团推动融媒跨越发展的生动
实践。

会议还发出了《共同富裕·南
湖倡议》，倡议全国晚协成员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加大对共同富裕这一时
代新课题的报道，深入挖掘出更
多好经验、好做法，以优异的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此次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第
36 届年会暨“全国晚报社长总编
红船行”专题采访活动期间，还公
布了2020年度赵超构新闻奖和第
三届融媒体奖获奖名单，羊城晚报
共有14件作品获奖。
其中，获2020 年赵超构新闻奖特

等奖1件，为《钟南山院士：疫情首发出
现在中国 不一定发源在中国》（作者：
陈亮 孙唯 陈玉霞 编辑：孙焰 袁
婧）；一等奖1件，为《广东首例“个人债
务清理”案件办结 夫妻欠债近600万
元 走上“个人破产”路》（作者：董柳

吁青 赵玮玮 编辑：赵鹏 林洁
林兆均）；二等奖1件，为《女环卫
工状告站长及单位 粤首例“性
骚扰纠纷”立案》（作者：李妹妍
编辑：傅铭途）；三等奖 1 件，为

《他家不挂神像奉宪法》（作者：
董柳 林洁 编辑：林丽爱）；另
外，《从疫情防控报道看羊城晚
报的流程改革》（作者：刘海陵
林洁 发表刊物：新闻战线）获第

十八届中国晚报优秀新闻论文奖一等
奖；《街谈巷议》（作者：林如敏 林兆

均 朱悦进 罗韬 李国辉 编辑：袁婧
赵鹏 陆德洁 冷爽）获2020 年度中国
晚报优秀专栏奖一等奖；2020 年 5 月
20日《特6-特7版》（编辑：刘苗 赵鹏）
获2020年度中国晚报优秀版面奖一等
奖；此外，《探访“孤岛”鄱阳县段家村：
留守村民自制木筏往来》获第三届融
媒体奖（短视频新闻）一等奖；《独家记
录/疫·家人》获第三届融媒体奖（移动
视频专题）三等奖；《司马缸说》获第三
届融媒体奖（品牌栏目）二等奖；《生活
中的中医智慧》获第三届融媒体奖（优
秀案例）三等奖；《特区四十年再出发》
获第三届融媒体奖（页面设计）一等
奖；《我们不怕》获第三届融媒体奖（融
合创新）二等奖；《闪开，让我来！广东
水果家族坐不住了》获第三届融媒体
奖（新媒体创意互动）二等奖。

赵超构新闻奖是中国晚报界的最
高奖项，每年评定一次，由已故的杰出
新闻工作者、中国晚报界泰斗式人物
赵超构先生的名字命名。赵超构新闻
奖在中国新闻界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广
泛的影响力，由中国晚协学术委员会
组织评选。

据新华社电 主要受去年同
期基数较低影响，11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涨幅有所扩大。据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的数据，11 月份，CPI
同比上涨 2.3％，涨幅比上月扩
大 0.8 个百分点，但环比涨幅较
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国内物
价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鲜菜价格出现明显回落

从同比来看，11 月份 CPI
“篮子”商品价格涨幅大多有所
扩大。其中，食品价格同比由上
月下降 2.4％转为上涨 1.6％。
食品中，鲜菜、鸡蛋、淡水鱼和食
用植物油等价格涨幅均超9％，
其 中 鸡 蛋 价 格 同 比 涨 幅 达
20.1％。

值得注意的是，受季节性消
费需求增长及短期肥猪供给偏
紧等因素影响，占CPI较大权重
的猪肉价格出现明显反弹，11
月猪肉价格同比下降32.7％，降
幅比上月收窄11.3个百分点；环
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12.2％。

“受局部地区降温暴雪等不
利天气影响，入冬以来鲜活农副
产品生产、运输成本有所上升，
叠加接近年底节日消费备货采
购，食品需求季节性增加，蔬菜、
水果、猪肉等价格均出现不同程
度上涨，带动CPI涨幅扩大。”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
主任郭丽岩分析。

不过，从环比来看，前期社
会关注的鲜菜价格出现明显回
落。随着各地多措并举保障“菜
篮子”供应，蔬菜上市量逐渐增
加，11 月份鲜菜价格环比涨幅
较上月大幅回落9.8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表示，南方菜将进
入集中上市期，市场货源会逐
渐充足，短期内蔬菜价格上涨
的可能性不大，将维持小幅下
跌走势。

PPI同比涨幅小幅回落

与CPI同比涨幅扩大不同，
11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涨幅比上月回
落 0.6 个百分点，这表明连月来
的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价

格快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
具体来看，11月份，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价格同比涨幅回落
14.9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价格同比涨幅回落
8.9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价格同比涨幅回落
3.0个百分点。

从环比来看，部分主要行业
价格均出现明显下降。国家统
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
介绍，多部门联动遏制煤炭价格
非理性上涨，煤炭产量和市场供
应量持续增加，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价格由上月环比上涨 20.1％
转为下降 4.9％；金属行业保供
稳价效果显现，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价格由上月环比上
涨3.5％转为下降4.8％。

业内人士分析，虽然 11 月
份部分主要行业价格出现回落，
但同比涨幅仍较高，且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燃气生产和供应
业、食品制造业等行业价格涨幅
扩大，当前仍需加强大宗商品价
格监测，持续发力大宗商品保供
稳价。

物价预期目标能实现

近期，全球通胀压力上升。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通胀
压力持续，是否会影响到我国物
价运行？

郭丽岩分析，展望今后一段
时间，我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蔬菜、猪肉等鲜活农副产品
市场供应充足、产销衔接畅通，
居民消费领域商品和服务供给
总体充裕，国内 CPI 保持平稳
运行具有坚实基础。随着各项
保供稳价措施逐步落地，多数
工业品价格可能趋于回落，预
计后期 PPI 涨幅有望总体延续
回落态势。

“随着跨周期宏观调控各项
举措精准到位，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效果持续释放，经济
工作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国民
经济供需循环、产业循环、市
场循环进一步畅通，稳定物价
总水平的基础将更加牢靠，全
年物价预期目标能够顺利实
现。”郭丽岩说。

11月CPI、PPI同比涨幅“一升一降”

未来物价走势如何？

2020年度赵超构新闻奖揭晓

羊城晚报多件作品获奖

广东省第二届职业技
能大赛现场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与会嘉宾汇聚一堂，共话媒体融合创新发展 主办方供图

活
动
现
场

主
办
方
供
图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融媒创新蝶变融媒创新蝶变，，致敬百年风华致敬百年风华
中国晚协第36届年会暨“全国晚报社长总编红船行”

专题采访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

浙江嘉兴夜景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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