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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产业工人遇到“数智化转型”
在一线员工中选拔培养技术人

才，广泛开展职业培训计划，拓宽技
能人才成长空间……近年来，面对
产业数智化转型带来的用工需求变
化，广东中山市持续推进面向产业
发展的新兴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产
业兴、人才旺，为解决结构性就业矛
盾做出了有益尝试。

广东中山，大湾区制造业名
城。今年春节前后，中山市重点企
业“招工专车”直接跨省招工，中山
市人社局多次组织车辆接新老员工
返岗；另一方面，近年来面对更为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山市制造业明显
加快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
2022年中山市推动596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带动
3000多家骨干企业用上云平台。今
年中山市市计划再推动500家企业
数字化改造升级、提质增效，到2025
年中山主要大中型骨干企业基本实
现数字化升级改造，制造业数智化
转型的大幕徐徐拉开。

产业转型可能带来人力资源供
给与岗位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而在
广东中山，当传统的产业工人遇到
数智化转型，又会呈现怎样的情形？

编写程序、调试传感器、绘制3D模型……来到中山
市黄圃镇格兰仕集团中山基地，这里的培训课堂让人有
点目不暇接。

“格兰仕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培训，只要你愿意，每一
堂课都可以去听；还有一对一教学的业务实操课，每个
人都有机会。”格兰仕集团员工黄均飞说，在格兰仕工作
了5年，听了5年培训课，收获满满。

“数智化赋能制造业是大势所趋，企业数智化转型
时不我待，格兰仕以‘全员技工化’来迎接数智化转型的
挑战。”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昭贤表示，企业对高技能人
才的需求高涨，面对市场“等、靠、要”不可取，企业只有
自己也行动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近年来，格兰仕进一步加快在高级技工、技师人才培
养上的投入，一方面通过内部的培训、认证制度驱动一线
员工技工化，一方面与国内一流职业技术院校建立产学
研一体化精准培养合作机制，通过人才升级扎实推进产
业升级；2022年面向制造一线人才开展 1000多场次培
训，同时建立实操基地，提供更加系统的培训和考核，通
过技工大赛等方式，格兰仕为一线优秀员工勾勒了“普工
—关键岗位—产业技工—工程师”的职业生涯规划。

“中山市以职业能力提升行动为抓手，深入实施‘广东
技工’等工程，重点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健康医药等新兴产业集群发布企业紧缺适用人才导向目
录，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培训计划。”中山市人社局职
业能力建设科副科长刘淑兰说，2022年中山仅支持明阳科
技、格兰仕等企业开展员工培训就达1.34万人次。

“围绕中山市战略性产业集群和中山特色支柱产业
集群，中山市鼓励、引导技工院校实施快速动态专业调
整，开设大数据、云计算、工业机器人等多个新型专业。”
中山市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冯北桂介绍，2022年
中山技工院校共签订校企合作企业300家，建成94个企
业技能人才服务站，服务站已培育了 7000名中级工以
上技能人才，这为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提供了稳定坚实的
人才支撑。

“面对数智化转型，谁先聚集高技能人才，谁将占有发
展先机。”中山市人社局副局长苏丹说，面对数智化转型浪
潮，广东省中山市人社局发布《中山市技能人才五年倍增
计划》，提出从 2021 年起，每年新增技能人才 9.5 万人，至
2025年，中山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达 95万人，技能劳动者占
就业人员总量40%以上。

中山市技能人才倍增计划从人才引进、培育、评价和
激励等多方面入手，扩大技能人才有效供给，促进技能人
才高质量就业，打破技能人才纵向层级限制，推动技能人
才在民营企业破格提升，用超常规举措集聚高技能人才，
推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

走进中山古镇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数智化工厂，与
元一服饰的“智慧工厂”大不一样。一排排机械手上下挥
舞，吊挂系统、监测系统有序前行，智能搬运机器人自主穿
梭。这个有着27年的生产园区，见证了欧普照明的发展过
程：从全手工，到半自动化替代，到今天数智化演进。

数智化改造后，欧普照明实现了订单全流程数字化可
视化管理，工厂订单交付周期缩短20%以上，库存周转率大
幅提升，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解决数智化转型带来的技能人才短缺问题，欧普照
明的思路是，内部培养为主、外部引进为辅。从现有的一
线人员中选拔培养。”欧普照明人力资源相关负责人说，内
部选拔培养的好处在于：员工熟悉企业，了解产品，熟悉工
艺流程，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是，欧普照明要打通
员工的“晋升通道”。

2022年，欧普照明正式启动“奇兵训练营”，从一线招
募对操控设备感兴趣的人员，通过自主报名加入训练营。

“我们根据员工的意愿和个人技能现状，以‘一带一’或‘一
带多’的方式配备指导老师。进行近一年理论学习加实
操，通过考核达标后，再把他们大部分派回自动化生产车
间，让他们从普通工人变成技术人才。”训练营项目的负责
人信心满满。

“通过学习实操，这批学员能够胜任自动化生产车间
设备维护、使用和异常处理等工作。”欧普照明维保科负责
人说，他去年负责训练营两名学员的学习指导；以前自动
化生产车间的技术和设备问题都由维保科的工程师负责，
异常忙碌；训练营的学员毕业下车间后，设备日常维护、小
故障处理和数据记录等就由他们承担下来，维保科的工程
师们则从以往繁琐的设备维护中解脱出来。

今年，欧普照明计划以电工车间为试点，将一线技术
管理人员的占比从 30%提升至 80%以上。试点成功后，这
个模式将向整个公司铺开。

5月的中山沙溪，走进厂房，机器裁剪、缝制、整烫
衣物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个国内外知名的“休闲服装
产业集群”集体进入生产旺季，数千家上下游企业开
足马力铆足劲冲刺这两个月难得的“窗口期”，一旦过
了6月，就是好长一段时间的生产淡季。

走进中山市元一服饰有限公司“智慧工厂”，只见
显示屏上各种数据跳动闪烁，通过数字化吊挂生产线，
该公司将传统的缝纫设备串联起来，把每道生产工序
之间的步骤导入数字系统，实现服装生产全流程自动
化、数字化、智能化……然而面对如此先进的“智慧工
厂”，董事长杨涛却不怎么高兴得起来。就在近日，他
退掉了两个长期合作伙伴超过100万件的订单，并承担
违约责任。超100万件可不少，约占他现在手头总订单
量的1/4，攥到手里的单子做不出来，这让他心疼不已。

杨涛介绍，搬了新工厂上了智能化生产线后，生产效
率、裁剪精度、产品品质都有质的飞跃，精准裁剪让原材
料的损耗只有过去的1/10，3D设计打样系统让研发效率
和打样成功率提升30%，AI智能验布机设备让效率提高
了1倍且产品合格率提升30%，服装生产缝制环节的生产
效率提高20%……更重要的是，以前请裁剪工和缝纫工，
没有 10年的工作经验不敢让他们上国际大牌生产线。
现在只要有一定的数智化设备操控基础，几天甚至几小
时就能上线生产，产品质量甚至可以与老师傅相媲美，这
就是数智化转型给企业带来的新的竞争力。

“以前企业缺少技艺高超的裁剪工、缝纫工等专业
技工，但现在企业缺少运行维护数智化设备的‘高手’，
缺少产业集群合力数智化转型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的

‘高手’。”杨涛表示，同样是缺工，但缺的不一样。
在此之前元一服饰的生产线已经满负荷排到了

6月底。杨涛介绍，两个合作伙伴都是国际国内知名大
牌，他一开始也想过“分单”给附近的小企业，而小企业
更是缺乏技术工人和数智化设备，一旦不能按订单质
量要求交货，后果他更无法承担。权衡再三，与其交货
时被动，还不如现在忍痛先退单。

不过杨涛坚信，这只是暂时的，目前他已经采取了
针对性措施，可塑性极强的年轻人正在重回生产一线，
产业集群协通智能化转型正在深入推进。

素质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数智化转型的重要基
础，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何
加快数智制造背景下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如何面向产
业发展加快新兴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成为中山数智化
转型的要务。

一次迫不得已的“退单” 从普通工人中训练“奇兵”

打破高技能人才成长“天花板”

以“全员技工化”迎接挑战

中山调味品企业美味鲜的成功，更与数智化转型及
高技能人才队伍密不可分。

“近年来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美味鲜积极推动
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企业采用行业和国际先进生产
工艺生产设备，融入企业自研的生产工艺和制造技术，
提高生产制造能力，逐步推动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工厂逐
步向智慧型工厂转型升级。”广东省美味鲜调味食品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任叶林说，当越来越多高技能
人才进入企业后，就出现成长“天花板”问题，如果企业
工资待遇不高、上升空间受限，这必然导致高技能人才
留不下及新的人才不愿来问题，打破高技能人才成长成
才的“天花板”，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从 2022年起，中山市将高技能人才纳入全市人才
政策计划，开展‘中山工匠’系列遴选活动，实施新八级
工制度，落实和保障新评级体系中的相关待遇等，企业
评聘的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均获得社会认可，中山市从
体制机制上打破高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天花板’。”中
山市人力资源考试院副院长刘炜韦说。

“遵照相关部门规定，在过去两年公司认定高级技
师 14人，技师 76人，并有多人在省级、市级技能大赛中
获得嘉奖。”任叶林进一步介绍，公司现有员工4575人，
共有 2852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许多在生产一线
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员工，临近退休时获得了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设备技术主管黄广鹏从初
出茅庐到成长为享受正高级工程师待遇的特级技师，他
用了 16年时间。在广东长虹，黄广鹏只需一分钟就可
以完成生产线上一个模块的切换调试，只需一小时就可
实现整条生产线切换。黄广鹏说，在 16年的职业生涯
中，他一次次感觉触碰到了职业的“天花板”。

而打破成长“天花板”后，一大批高技能人才正在迅
速成长，为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人民日报》）

▲中山市超导技术公司智
能生产线。

▶中山首位特级技师黄广
鹏正在进行生产线模块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