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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中专毕业的张利华来到雅莹工作，
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升至雅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以她名字命名的“张利华技能大师工
作室”收获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荣誉。这位服
装匠人在技能发展道路上披荆斩棘，成长为高级
技师，是秀洲技能人才中的佼佼者。

近年来，秀洲以领先的政策机制、健全的培
养体系、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和激励机制，为技能
人才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围绕打造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高素养劳动者
队伍，秀洲大力实施“秀
水泱泱·匠聚秀洲”行
动，今年已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若干次，并
通过激励企业发挥
技能人才评价主体
作用、拓宽高技能人
才评价通道、提升技
能人才薪酬待遇，着力
构建高素养劳动者队伍
聚集地。

从今年起，雅莹公司服装制
版师张雪琴的月薪增加了 450元。原来，去年底
她参加了企业技能等级自主认定，考取了技师
证。雅莹公司在技能人才激励方面力度颇大，
每年兑现的技能津贴达 350多万元。雅莹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着
重技术能力的考核，而由企业自主认定后，在参
照国家标准的同时，目前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还侧重面辅料知识的综合运用，更贴合岗位实

际需求。目前，秀洲已统筹全区 69家技能等
级认定企业、18家社会培训（评价）机构、
9所院校（成校）以及 1个数字技能培育
联盟等资源，全力打造“30 分钟职业
技能培训圈”。

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是输送产业
工人新生力量的“蓄水池”。秀洲区
在本地三所高校应届毕业生中广泛开
展技能培训，针对与秀洲主导产业紧
密相连的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产业类

的若干个职业（工种），开展自主技能等级
认定考核试点工作，让学生毕业时就能获取

相关证书。目前，已有4500余名学生从中受益。
传统职业竞争激烈，新职业已成为不少人瞄

准的新出路。秀洲深化推广“数字工匠”培养模
式，在技能培训、评价、竞赛、研修等方面全面融
入数字职业，支持喜马拉雅、麒盛科技等行业龙
头企业开发有声演绎师、睡眠管理师等数字新工
种，拓宽技能人才就业和成长通道，推进技能型
社会建设，让一些市民捕捉到时代的机遇，跟随
社会发展的步伐，打开了就业新空间。

秀洲探索技能型社会建设新路
给技工“C位” 让技能“流行”

■记者 沈沉缘 通讯员 孙琪 图片由秀洲区人力社保局提供

“既无须担保，也无需抵押，仅仅凭借一张技
能等级证书，我成功贷到了3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
金。”此刻，秀洲某绝热工程企业负责人范佳豪正
在山东谈生意，谈及这笔启动资金，他满面春风，
眼中满是对未来事业发展的期待与信心。

范佳豪向记者坦言，作为一名“95后”，他有
独立门户创业的梦想。然而，这份热情却受到
了现实的阻碍。受市场环境影响，他急需一笔
创业启动资金，却因授信条件和利率问题迟迟
无法解决。

今年5月，在“秀水泱泱·匠聚秀洲”技能型社
会建设推进会上，秀洲在全市首发“技能共富贷”
系列金融产品，秀洲高技能人才可享受 20万至
50万元贷款授信额度，利率优惠最高达 220bp。
它是全市首款专门为技能人才量身定制的专属
金融产品，为像范佳豪这样的技能人才打开创业
之门。截至目前，秀洲区技能人才授信 2800余
户，授信金额2.8亿元。

“技能共富贷”这一创新举措，是秀洲区拓宽
技能人才和技能型企业融资路径的一次重要探
索。秀洲区通过政银合作的创新模式，将技能价
值与信贷服务相结合，不仅降低了融资门槛，还
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服务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
技能人才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长期以来，技能人才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
入上遇到的挑战，一直是制约技能人才队伍
发展的痛点，也是导致部分青年对技能岗
位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为了破解这
一难题，秀洲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推动技术技能人才激励制度的
完善，加快构建具有秀洲特色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制度，健全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技能
人才全方位、全链条培养体系，提高技
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逐步转变群
众的就业观念，使之走上技能成才、技能
报国之路。

为此，秀洲区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文件，如《新时代“秀水工匠”引

育行动方案》和《秀洲区新时代
“秀水工匠”技能人才引育政

策意见（试行）》等，为技能
人才提供了高达 80万元的
奖励和购房补贴。未来，
秀洲区将继续聚焦技能
人才的需求，着力完善政
策体系，打通技能人才发
展通道，到 2027年，力争全

区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14 万
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超过

5.5万人。

一年之中，冬季是葡萄园最冷清的季节。这时，
葡萄进入了休眠期，葡萄园却在暗中蓄力，孕育下一
年的生机……走进王店镇庄安村，昔日“三无村”已
华丽转身为技能型乡村。

庄安村，一个曾经的远郊村落，农户收入微薄，
主要依赖传统养殖业，年人均收入不足 3万元。然
而，自2013年起，庄安村以“技能兴农”为引领，探索
出特色发展之路，葡萄种植成为村里的“黄金产
业”。2023年，该村葡萄种植面积超3000亩，总产值
破1.1亿元，净效益超800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跃
升至8万元以上。

71岁的谢富生，是原村委会委员，见证了这一
转变。他目睹邻村葡萄热销，毅然投身葡萄种植，四
处求教，实地考察，率先拆猪棚、建大棚，成为庄安村
葡萄种植第一人。初尝甜头后，他逐年扩大规模，从
5亩至12亩，成为村里的技术标杆。

“我种的葡萄怎么这么小？”“这株葡萄蔓枝是不
是缺营养？”……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棚内，谢富生
总会遇到前来请教的同行。遇到特殊技术难题，谢
富生会亲自上门“看诊”，帮忙解决；若实在无法解
决，还会向村里的农业专家请教。

庄安村葡萄产业发展多年已具规模，但果农经
营销售“小而散”，传统供销模式让果农处于劣势。
此时，“85后”林建浩成为关键人物。在他的建浩农

场，连栋大棚排列整齐，每个大棚都有自动控温装
置，林建浩在手机上就能根据棚内温度控制

卷膜开关。大棚内葡萄叶间有众多喷水装
置，手机操作即可自动均匀浇水。此外，
还有传感器将温度、湿度等数据传送给
控制系统，实现土地和作物“说话”。林
建浩将智慧农业物联网系统引入温室
葡萄大棚，解决了技术难题，节省了人
工成本，实现了精细化管理。

而这一切的实现，源于林建
浩的学历背景和工作经历。毕

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林建浩，
曾先后在上海、嘉兴知名企业任

职，2019年进入葡萄研究所。头顶高
学历光环、放弃大企业工作，在研究所工作

一段时间后，林建浩选择回村当农民。在他
看来，研究得再好终归还得用于实践。“我想
用新技术帮助乡亲们闯出一条可借鉴、可复制
的新路。”林建浩说。

技能的提升，让家门口的“致富花”越开越盛。
庄安村积极作为，一方面邀请专家开设“田间课堂”，
为村民们送去农技知识；另一方面成立庄安葡萄专
业合作社，凝聚村民力量，形成发展合力。不仅如
此，庄安村还全力打造庄安葡萄乡村振兴服务基地，
涵盖技能培训中心、产业服务中心、冷链仓储中心
等；紧跟时代潮流，借助直播销售这一创新模式助农
惠农。2023年，全村网商数量多达 53家，电商从业
人员90人，网销金额超1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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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证书，换来创业“启动金”；一项技术，打开技能型乡村“以技兴农”的新局面；一个新工种，拓宽就业和成长通道……在秀洲，成百上千
的“能人巧匠”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今年初以来，秀洲全域推进“秀水泱泱·匠聚秀洲”技能型社会建设行动，围绕重点产业构建“1+X+N”技能基本单元建设体系，加快打造新
时代“秀水工匠”队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发展环境正在加速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