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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
社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开展特级
技师评聘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这意味着，我国在初级工、中
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之上再设
特级技师岗位等级，技能人才进入“六
级工”时代。

聘用到特级技师岗位的人员，可比
照本企业正高级职称人员享受相关待
遇。可结合实际情况，按规定享受疗养
休假以及落户、住房、医疗保障、子女教
育等方面的优待政策。

人才是事业之基，实施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年来，
国家出台多项支持技能人才培养、发展
和待遇保障的政策文件，这些政策能否
改变社会对技能人才的偏见？如何才
能改变我国高技能人才匮乏的现状？

我国技能人才面临两大问题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按照国际惯
例将技能型人才分为初、中、高三级。
为提高技术工人技能水平，推动高技能
人才工作开展，我国在高级技工中设置
技师技术职务。此后，又在技师中设置
高级技师技术职务。

此次，人社部开展特级技师评聘试
点，意味着我国在初级工、中级工、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之上再设特级技师
岗位等级。

“特级技师应为企业生产科研一线
从事技术技能工作并具备相应条件的
优秀高技能人才。”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朱永跃教授告诉记者，这项新政
释放明确信号，国家高度重视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
的华丽转身，急需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和更多“大国工匠”。

朱永跃说，目前，我国技能人才面
临两大问题，一是数量庞大但结构不
优、素质不高。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高技能人
才超过 1000 万，技工院校向生产服务
一线输送约 500 万毕业生。目前，我国
技能劳动者已经超过 2亿人，高技能人
才超过 5000 万。“从数量来看，应该说
这个群体非常庞大。但是从满足经济
和社会发展需求来看，我国的技能人才
总量仍然不足，尤其是结构不优、素质
不高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朱永跃说，我
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总量仅为
26%，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
2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
差距。

二是供需比失衡，“技工荒”现象突
出。“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技术技能人
才的求人倍率超过 2，也就是说，一名
技术技能人才至少对应 2个岗位，一大
半企业都招不到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朱永跃介绍。

根据 2021 年《第二季度百城市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
告》，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
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较大，高级技

师、技师需求缺口较大。从供求对比来
看，各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大于 1，
市场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技师、
技 师 的 求 人 倍 率 较 高 ，分 别 为 3.11、
2.68。

打破“人才天花板”需从源头解决

针对我国“技工荒”现象仍然十分
突出，制造业、服务业面临普工难招、技
术工人短缺的难题，朱永跃认为，这与
社会偏见和培养模式、用人环境等有直
接关系。

长期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学
历、轻技能的观念，很多家长不愿意让
孩子去读技校，认为读高中才有前途，
愿意当技术工人的青年学生也不多，导
致职业院校招生面临困境，尤其是优秀
生源非常短缺。

此外，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机制、
模式和条件等也有待进一步改进。企
业作为需求方，目前对校企合作培养人
才的参与度普遍不高，影响了高技能人
才的培养；企业作为用人主体，理应在
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
不少企业在技能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方
面存在短视行为，各方面的投入不足，
也影响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另外，职
业院校大多为中专、大专层次，本科层
次的较少，培养机制有待完善。

“对于‘蓝领’技能人才的刻板印象
和职业偏见，造成了技能人才与工程技
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等群体，在社会
地位、收入等方面存在差异，也给技能
人才职业通道设置了‘天花板’。”朱永

跃说。
如今，新政出台是否会改变技能人

才重金难求的窘境？朱永跃表示，短期
来看，这给高技能人才提供了上升通
道，但是要改变技能人才匮乏的现状还
需要从源头上着手解决。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每个专
门领域都需要长期深耕、追求极致的专
门人才，朱永跃认为，大国工匠需要的
不仅是吃苦耐劳的品质，更要有敢于探
索、勇于创新的钻研精神和较强的学习
认知能力，鼓励更多优质生源报考职业
院校，才利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选拔。

用“指挥棒”带动技能队伍梯次发展

据记者了解，目前，一些地方和企
业已有设立特级技师的做法和经验。
如山东提出，在企业设立特级技师岗
位。近日，中国船舶集团对照人社部

《通知》要求，第一时间制定特级评聘工
作方案，申报特级技师评聘试点，今年
计划增加 80 名左右特级技师。中国航
天科技、中国航天科工、中国石油、中国
石化等拥有用人自主权的中央企业，也
结合实际，将本企业技能岗位划分为若
干等级，并与薪酬待遇等挂钩，建立与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平行的职业发
展晋升通道。

朱永跃认为，此次开展特级技师评
聘试点的出发点一是破除束缚人才发
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技能人才培
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二是畅通技
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社会地位
和待遇水平；三是为健全完善职业技能

等级制度奠定基础。
但是，除了职称评聘，拓宽技能型

人才的发展通道，提升职业认同感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

朱永跃表示，在教育层面，要提升
职业院校办学层次，吸引优质生源，打
通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应用型本科高
校与职业高校之间的界线，开展融合培
养、联合培养。

在企业层面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厚
植工匠文化，鼓励技能型人才钻研技术
业务，并为他们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
件；畅通企业内部的职业发展通道，支
持优秀的技能型人才向管理岗位发展；
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待遇，建立健全以业
绩和贡献为导向的薪酬激励机制；鼓励
和支持技能型人才参与企业内部管理，
为企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在政府和社会层面，应加强技能人
才培养，提高他们的学历层次和技能水
平；进一步完善工匠、劳模评选和技能
大赛制度，让更多的优秀技能人才有机
会脱颖而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尊重技能人才、崇
尚技能的良好社会氛围。

“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
企业自主创新都离不开高技能人才支
撑，新时期的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
正在倒逼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机制改
革，所以政策制定部门必须用好科学培
养、人才评价、荣誉提升等‘指挥棒’，才
能引导带动技能队伍梯次发展。”朱永
跃说。

据新华社

特级技师评聘
能否造就更多大国工匠

位于云南昆明市城郊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
质资源库，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野生生物种
质资源库，也是世界上两个按国际标准建立的野
生生物种质资源保藏设施之一。

近年来，科研人员积极开展种子采集、保存工
作。据统计，种质资源库运行以来，已保存植物种
子 10601 种 85046 份，占我国有花植物物种总数的
36%。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种质资源的保
护和利用十分重要。2004年，在著名植物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教授的提议下，中国西南野
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开始建设，2007年开始运行，由
中国科学院和云南省共建，依托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管理。

跋山涉水采集
每一粒种子都得来不易

今年 6月，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联合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对蒙自
市周边的多个天坑开展种质资源调查和采集。

一边是陡峭的绝壁，一边是茂密的植物，只有
依托无人机侦测和专业攀岩团队才能一探究竟。
这一次种质资源的抢救性收集，不仅发现了大花
石蝴蝶等极度濒危物种，还采集到天坑内的报春
花属、秋海棠属和球兰属等多种珍稀物种的种质
资源。时间、地点、经纬度、海拔、土壤类型、周围
环境和植被状况⋯⋯采集种子的同时，这些关键
信息也被记录了下来。

种质资源也被称为遗传资源，是指包含生物
全部遗传信息、决定生物各种遗传性状和特征的
资源，是重要的战略生物资源。

为了保存珍贵的种质资源，种质资源库的种
子采集员们必须跋山涉水寻找目标植物，还要算
准时间才能采集到符合要求的种子样本。根据种
质资源库的标准，一份完整的种子样本至少需要
2500 粒种子，1 万粒左右最佳。同时，为了不破坏
原产地种群，种子采集量不能超过原产地种子的
20%。

“每一粒种子都得来不易。”种质资源库种子
采集员张挺说，这一次，在天坑周边地区发现了另
一种非常罕见的植物竹生羊奶子的成熟种子，采
集队按单株对竹生羊奶子的种子进行采集，共收
集到 5 份约 5000 粒成熟种子。目前，这些种子正
在按照种质资源库的保存规范开展清理、检测和
入库工作。

种子从入库到保存
都有完善的技术标准规范

种子库的入库“门槛”很高。珍稀濒危种、特
有种和具重要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科学研究价
值的植物种子将被优先保存。

种子的保存标准更高。称重、干燥、清理⋯⋯
从种子运送到种子库，到入库冷冻保存，每一个工
作环节都有完善的技术标准规范，产生的数据都
要及时准确地录入数据库。

“为确保种子有活力，每隔 5 年或 10 年，会进
行一次种子活力检测。”种质资源库种质保藏中心
主任蔡杰介绍，在零下 20摄氏度的恒温条件下，大
部分种子可存活几十年甚至上千年。

种质资源库运行以来，已保存植物种子 10601
种 85046份，占我国有花植物物种总数的 36%。除
了植物种子外，还有我国重要野生植物的离体材
料和 DNA 材料、重要动物的细胞系和重要微生物
菌株等遗传材料。

“植物种子的保藏使我国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特别是我国特有种、珍稀濒危种，以及具重要经济
价值、生态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物种安全得到
有力保障，也将使我国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快速、
高效研究利用成为可能。”种质资源库副主任于富
强说。

面向前沿研究
共享野生生物种质资源

作为重要的研发平台，种质资源库贡献颇丰。
今年 5 月，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

院等科研团队提出蔷薇科“皮刺储水”功能新假说
的合作成果，解析了月季皮刺遗传调控机制，并提
出了发育早期的皮刺具储水功能的假设，填补了
皮刺早期功能研究的空白，在《国家科学评论》期
刊上发表。

像这样的依托种质资源库材料的学术成果，
如今已有一定数量，而且价值珍贵。这些科研成
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种质资源库材料、
信息和人才的储备。

于富强介绍，近年来，针对库内保存的丰富种
质资源，种质资源库以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为
主要研究手段，对植物进化、环境适应和种质资源
保护与利用相关的科学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有目
的地挖掘特殊环境的基因资源，创新种质资源保
存利用的新技术。

2017年，依托种质资源库建设的“国家重要野
生植物种质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正式被科技部、
财政部列为我国首批 28个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之一。两年后，这一平台更名为“国家重要野
生植物种质资源库”，成为我国 30个国家生物种质
与实验材料资源库之一。

“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共享服务，也是我们的
一个重要方向。”蔡杰介绍，通过相关网站，种质资
源库已经实现了植物学基础信息、资源保藏信息
以及保藏现状等信息数据和种质资源实物共享。

据《人民日报》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给生物物种一个“安心的家”

目前，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
状况抽样调查显示，空巢老人人数突破
1 亿。面对庞大的空巢老人养护需求，
如何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成为应
对老龄化战略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人间重晚晴，今日又重阳，走入空
巢老人的生活，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新变
化。

空巢老人，谁陪他们变老？

“我父亲 68 岁，现已中风，母亲去
世 5年了。我和爱人常年在广西务工，
难得回趟家，老人的日常照料存在不少
问题。”湖南省湘潭县朱海江老人的儿
子朱栋感慨。

65 岁的上海市民吴志林不慎锁骨
和胸肋骨骨折。“一开始我对做手术、康
复都充满担心，心理压力很大。”因疫情
原因，家人在国外无法赶回，吴志林不
得不自己看病、复健。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空巢老
人数量快速增长。据全国老龄办统计，
目前我国约有近三分之二老人家庭出
现空巢现象。调查显示，我国九成以上
的老人倾向于居家养老，且全国空巢老
人多、困难老人多、老年抚养比高。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办事处
市民服务中心主任郭云表示，看病取药
陪护问题是老人们普遍反映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北京一家社区养老驿站收
费标准为陪同看病收费 60 元一小时，

行动不便的老人，每次至少要安排 2名
陪护。“看病取药成本高，已成为一些独
居老人的难言之隐。”郭云说。

养护之外，空巢老人心理状况亟待
社会关注。在太原市万柏林区西峪社
区，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太在老伴去世
后不愿出门，不到社区食堂吃饭，也不
让社区人员上门。社区党委书记李效
萍说，很多空巢老人比较封闭，孤独寂
寞之感无法排解。

农村地区，空巢现象同样严峻。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
60 岁、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
23.81% 、17.72% ，比 城 镇 分 别 高 出
7.99%、6.61%。与城市相比，农村不但
老龄化程度高，且养老服务基础设施薄
弱、服务力量欠缺⋯⋯看病买药难、购
物做饭难、休闲娱乐难等养老难题，时
刻困扰着空巢老人。

推进养老试点，解空巢之痛

解决空巢老人养护难题，更多努力
正在进行时。

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在 203 个地区开展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不久前，独自在家的刘翠华老人突
然感到胸闷气短，便伸手按下了床边的
呼叫键，没过多久，长沙市芙蓉区荷花
园街道德政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和街道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便赶到了老人家
中。

摄 像 头 、呼 叫 器 、智 能 监 测 设 备
⋯⋯这些在养老院里才有的适老化装
置，被社区“搬”进空巢老人家中。

更多社会力量进入，助力空巢老人
居家、社区养护。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积极动
员已退休的“低龄”志愿者与高龄老人

“结对子”，并让志愿者和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工作人员进行每月 4 次的上门巡
视探访服务；湖南省湘潭县结合地域特
色，创新打造“党建+莲湘颐老”农村养
老服务体系，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养老模
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打造社区内

“托老所”，以社区为基点的“嵌入式养
老”具有易布点、小而精、个性化、不离
家的特点，解决社区空巢老人就餐、盥
洗、复健需求⋯⋯

“空巢老人养护需要全社会共同行
动、形成合力。”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老龄
化与养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邢以群说，
目前，我国的适老化改造进展水平还有
待提升、照护的辅具和服务的标准也没
有统一、能满足养老需求的养老护理员
不足，要支持不同的养老模式“遍地开
花”。

摆脱“空心”，积极应对老龄期

如何使数量庞大的空巢老人摆脱
“空巢综合征”，从“空心”真正实现老有
所乐？有关专家认为，政府、社会和老
年人都要辩证看待老龄化，空巢老人尤
其要以积极心态对待“老龄期”。

“ 银 发 浪 潮 ”也 能 变 出“ 长 寿 红
利”。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至 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 55.83%。这些低
龄老年人身体较康健，大多具有知识、
经验、技能的优势，发挥余热潜力较大。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村社区，
“共享奶奶”公益项目如火如荼。空巢
老人帮助社区内双职工家庭接送孩子
上学，与大学生志愿者一起陪小朋友学
习玩耍。社区负责人表示，这不仅使老
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也减轻了双职工
年轻夫妇的负担。

空巢老人“走出家”，快乐情绪“回
到家”。

融入社会让空巢老人不再孤单。在
湖南省湘潭县横街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十几位老人欢聚于此，打牌娱乐、
练习书法、下棋⋯⋯“这里有活动室、文
娱室、长者饭堂，老人们聚在一起娱乐，
居家不离家、分散不孤独、实惠不花费。”
67岁的退休教师龙建良笑声爽朗。

长沙市开福区 77 岁的社区空巢老
人朱奶奶说，一个人在家很多时候都是
对付着吃，现在大家走出家门融入社
区，让“老年食堂”变成老年朋友的交流
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教
授唐丹说，社会大众应正确看待老年空
巢现象，改变长期以来对老年人和老年
期的认识，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接纳空巢
老人，积极主动面对老龄期。

据新华社

“空巢”不“空心”，超 1 亿空巢老人
如何老有颐养、老有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