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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要闻·南城

阅读提示

此次论坛是丽水培育半导体全链条产业以及中欣晶圆半导体工匠学院和丽水技
师学院（筹）深入合作的里程碑，是探索人才培育模式、增强发展动能、助力共同富裕
的交流盛会。

□ 通讯员 雷雨婷 朱雯莉

近日，丽水市半导体全产业链人才培育高峰

论坛在丽水经开区举行。丽水市半导体产业链知

名专家学者、行业领头人、企业家代表等参加论

坛。

此次论坛是丽水培育半导体全链条产业以

及中欣晶圆半导体工匠学院和丽水技师学院

（筹）深入合作的里程碑，是探索人才培育模式、

增强发展动能、助力共同富裕的交流盛会。

把握职教改革新机遇
构建人才培养新格局

丽水技师学院校长李攀峰在致辞中表示，技

工教育本质是就业教育，以提高产业工人素质，

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为目标。当前，技工教育发

展已进入快车道，丽水技师学院正积极引进行业

“匠才”和专家，与区域内知名企业建立新型学徒

制班，共同研发制定培训内容和技能型课程，为

区域高技能人才培养注入新动能，为产业发展提

供人才支撑。

中欣晶圆是国内硅片生产领域的“全能型、

链主型企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大晶圆

片生产商之一。“在国家政策和资金扶持下，我国

半导体企业正在对大硅片进行布局。值得关注

的是，在行业人员构成中，生产运行人员占 60%，

因此发展校企合作和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已迫在

眉睫。”中欣晶圆副总经理徐新华作本次高峰论

坛主题演讲，从专业角度介绍半导体材料应用及

发展。

徐新华表示，在项目落地之初，经开区管委

会便瞄准人才、科技、产业发展的需求，同中欣晶

圆一起谋划研究成立“半导体工匠学院”，持续推

进校企合作，彼时刚刚成立并开设了“智能制造、

生物制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4大专业群 13个

专业的丽水技师学院成为双方一致的选择。

今年 2 月，浙江省首个以培养半导体全产业

链技能人才为主的二级工匠学院——中欣晶圆

半导体工匠学院在丽水技师学院落成，计划 3年

内开设 3个以上与半导体产业相适应的专业，推

动区域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计划为丽

水乃至全国半导体全链条产业培养高技能工匠

人才。

产业、专业研讨
共话校企合作未来

“很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共商丽水市半导体

全产业链人才培育问题。中欣晶圆半导体工匠

学院性质为‘双主体、双院长’混合所有制二级学

院，拟设电子技术应用（晶圆制造工艺方向）、电

子技术应用（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方向）、电气自动

化设备安装与维护（综合动力保障方向）三个专

业（方向）。”在随后召开的研讨会上，丽水技师学

院中欣晶圆半导体工匠学院院长李立对工匠学

院情况进行介绍。

李立表示，“政校行企”四方联手，是打造半

导体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的关键。目前，丽水半导

体产业链需要大量的技能人才，而培养好半导体

技能人才，重点在校企合作。预计在 5 年时间

内，中欣晶圆半导体工匠学院将建设成为具有鲜

明混合所有制特征和示范性的二级学院，力争成

为浙江省校企合作典范，半导体产业人才培养示

范基地。

“校企合作越早越好，中欣晶圆半导体工匠

学院将企业文化和半导体全链条产业信息融入

到课堂体系当中，将提高学生对产业、岗位的认

可度。”“教学设计追根溯源是对产业的深刻理

解，因此企业在输出岗位分析时要力求清晰，更

需要学校和现场各专家时常连线，快速提升学生

对专业领域的理解。”“相信学校将在产业发展、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人才

输送等方面开辟出新模式、积累新经验。”⋯⋯研

讨会上，企业家代表就针对半导体产业人才培养

课程体系、实训教学、校企合作等方面建言献策。

“我们虽然在追赶的路上，但也要谈情怀、使

命和责任。”中欣晶圆半导体工匠学院院长唐立

明表示，鉴于半导体全链条产业存在资本门槛

高、技术门槛高、投资回报慢等特点，因此技能人

才培育工作须和半导体企业共同合作，同时着力

于培养工匠人才、发扬工匠文化，让技能人才有

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使命感。

“半导体全产业链人才培育高峰论坛既是一

座为丽水半导体产业提供技术人才的‘桥梁’，也

是一扇为丽水技师学院学子学习先进技术的‘窗

口’。”丽水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

磊表示，下一步，经开区要以更高的站位，夯实技

能人才的基础，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

化，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

之路；要以更准的定位，打造半导体产业高地，建

设半导体核“芯”区，全力打造富有特色的半导体

产业“浙南硅谷”高地。

当天下午，丽水技师学院与浙江晶睿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丽水融薇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前沿

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等我市多家半导体全产业

链企业签署《校企合作战略协议》，并成立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

□ 通讯员 吴鹏鹏

连日来，位于丽水经开区缙青路 549号的一块“休

眠”12年的空置低效土地上，新的项目投资方正忙碌地

开展着工程测算工作，为项目施工作前期准备。

“这块地终于有动静了！”丽水经开区低效工业企

业整治提升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郭华军介绍，去

年以来，丽水经开区依法依规推进该空置低效工业用

地的整治，并引进上市公司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实现了“换鸟”。未来，这里将用于特种电子气体

制造项目，建设高纯氢气、空分装置以及特种电子气

体生产工厂。

该工业用地面积达 53亩，先后经浙江中旭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和浙江冠领纺织有限公司之手，原用地项目

皆因故停工，土地一空置就是长达12年。然而，空置时

间久、土地几经流转、个中情况错综复杂⋯⋯盘活这块

“休眠”12年的工业用地的难度可想而知。

2021年，在丽水经开区启动新一轮低效工业企业

整治行动伊始，浙江冠领纺织有限公司便被列为腾笼

换鸟的重点对象，丽水经开区及时研究形成“一企一

策”整治方案。自 2021年 9月丽水经开区低效工业企

业整治提升指挥部首次组织企业约谈起，至 2021 年

底，双方共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组织 10余次洽谈，最

终达成了土地盘活的共识。

“无论从空置时长、个体规模，还是从情况复杂程

度，该‘休眠’工业用地的盘活工作都可以说是丽水经

开区低效工业企业整治行动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谈

及如何成功盘活该土地，郭华军脸上洋溢着自豪。他

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紧咬不放”是成功“啃”下这

块硬骨头的关键。

一方面，低效工业企业整治提升指挥部联合土储中

心、自然资源分局等部门及专业法律顾问团队，全面梳

理企业履约情况，核实企业项目投资协议和土地出让合

同履约管理情况，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对企

业未按时竣工投产的情况，合理合法合规启动违约追求

程序。另一方面，低效工业企业整治提升指挥部主动靠

前服务，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做足企业投资人思想工作，

最终让企业明白“不能产生效益、创造价值的工业用地

是一种负担，不是财富”，鼓励其通过资产转让、同意收

储或收购“断臂求生”，摆脱企业发展困境。

“因疫情影响和企业发展布局调整，我们企业才

被迫中断项目投资计划，但毕竟我们也是花真金白银

对此项目进行了投资，所以起初还是不大能接受丽水

经开区的相关要求。”浙江冠领纺织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丽水经开区积极与其磋商，主动为其算清

“经济账”和“时间账”，并为其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和

服务。他说，正是丽水经开区“理法情”兼顾的做法，

最终才让其决定将“死地”变现为“活钱”入袋。

“我们与浙江冠领纺织有限公司达成盘活共识

后，首先是想通过土地收储的方式盘活这块空置低效

土地，但是收储程序较多、耗时较长，在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土地盘活效率。”郭华军表示，在考虑到这个实际

情况后，低效工业企业整治提升指挥部第一时间与投

促部进行对接，积极开展“无土招商”，寻求意向企业

进行协议转让。

今年年初，在丽水经开区的牵线搭桥下，上市公

司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地块进行考察。

不久之后，丽水经开区组织浙江冠领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方洽谈，对特种电子气

体制造项目落地此地块的事项进行细节协商。3 月

28 日，双方正式完成了不动产转移登记，标志着这块

“休眠”12年的工业用地正式盘活，实现“腾笼换鸟”。

据悉，特种电子气体制造项目总投资 2.8亿元，用

地面积 53亩，将分期建设高纯氢气生产线、特气存储

及混配生产线和大型空分生产线，预计达产后可实现

年产值4.7亿元，上缴税收2000万元。

“腾笼”烂尾 12 年的工业用地

“换鸟”引来
高质高效新“凤凰”

打造全产业链人才 培育“丽水样板”
丽水经开区举行半导体全产业链人才培育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