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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中国西点烘焙梦之队奔赴虎年，坚强后盾是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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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召开 2022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会议
（上接头版）

会议强调，做好 2022 年本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要
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实施国家和本市重大战
略任务为主线，全力以赴办世
赛、千方百计促就业、不拘一格
揽人才、不遗余力惠民生、持之
以恒保稳定，全面推动上海人社
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胜利召开。会议明确了
2022年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工作六个方面的主要安排：

全力以赴办世赛。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成功举办一届“富有新意、影响
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高效率
做好开闭幕式策划、赛事组织
实施、主题宣传推广、选手备赛
参赛等重点工作，高质量召开
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
会，高水平建成世界技能博物
馆。要充分发挥世赛溢出效应，
推动本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再
上新水平。完善职业技能竞赛
体系，组织首届上海市职业技
能大赛，组队参加国家级职业
技能竞赛。开展大规模职业技
能培训，挂牌建设一批新型技

师学院，支持培养万名企业新
型学徒。大力推进社会化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开展特级技师
评聘试点，支持职业院校毕业
学年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制定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完善高技
能人才资助和评选表彰机制。

千方百计促就业。要稳住
就业基本盘，全年新增就业岗
位55万个，帮扶引领成功创业
1 万人，帮助 8000 名长期失业
青年实现就业创业，本市户籍
城乡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17
万人以内，城镇调查失业率控
制在5%以内。切实加大高校毕
业生以及残疾人、退役军人等
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力
度。进一步鼓励创新创业，发
挥创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大
力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做强

“乐业上海”“海纳百创”公共
服务品牌。深入开展与对口支
援地区、中西部省份的劳务协
作，释放上海对稳定全国就业
的带动效应。修订《上海市促

进就业若干规定》。
不拘一格揽人才。要向科

研单位进一步下放岗位设置自
主权，支持区级单位组建中级
职称评审委员会，为有突出贡
献的特殊人才建立职称评审

“直通车”。要围绕重大战略、重
点区域、重点产业，大力引进集
聚海内外优秀人才，研究制定

“南北转型”区域人才支持政
策，推动人才引进规模可持续增
长，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力
度。出台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大“伯
乐”奖励力度，统筹规划“一园多
区”功能布局。要进一步提升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水平，制定事业
单位高层次人才招聘办法，面向
全球开展专场招聘。

不遗余力惠民生。要稳妥
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等重大改革。推动企业
年金扩围，推动第三支柱个人
养老金制度落地实施。开展平
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试点。统筹平衡各类群体的收

入分配关系，做好年度各项民
生待遇标准调整工作。加快推
进人社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
深化人社领域“一件事”改革，
推进各项公共服务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

持之以恒保稳定。要加快
工资保证金监管系统建设，深
入开展劳动关系“和谐同行”能
力提升三年行动，适时向社会
公布劳动保障重大违法行为。
加快推进劳动仲裁、监察“一口
受理”和跨区域集体争议调处，
探索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
的行业、区域或头部企业培育
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全面提升
调处效能。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要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为主线，
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全力做好市委巡视下半篇
文章，全面加强社保基金和就
业培训资金监督管理。全面深
化“局长走流程”活动，健全为
民办实事长效机制。

干文华，上海市现代食品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技术总监、
首席技师、校长。她为全国西点
烘焙行业培养了千余位高技能
人才，其中近20位获得“全国技
术能手”称号。

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烘焙（国赛
精选）项目裁判长、“干文华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西式面点师》国家职业资格培
训教材副主编……

从籍籍无名的小学徒，到
西点烘焙界声望颇高的“干老
师”，干文华走过30余年。
（续接上期）

是开创者

多年来，干文华的教学能
力和技术革新一直挂在烘焙热
搜榜上，长盛不衰。她不仅仅是
出现在各大烘焙赛现场的评委
和裁判，还是很多热卖产品的研
发人。每一声“干老师”，都是对
她多年持守烘焙的最大褒奖。

她曾开创了巧克力糖团塑
形技艺和下午茶甜点制作；改
良稀奶油工艺配方，提高裱花
稳定性，填补国内空白；改良发
酵工艺，用自己培养的天然酵
母制作面包。

1995 年，马哥孛罗出了一
款风靡一时的丹麦吐司。在当
时的三联书店，每天能卖掉七

八百条，成为当时的销量神话。
这是干文华创造的传奇。

这个被称为无心插柳的
“丹麦条”还有个小插曲：丹麦
吐司在成型的时候，为了边缘
整齐美观，会切下很多边角料，
大部分的边角料都难逃被扔掉
的厄运。干文华心疼这些边角
料，便在上面撒上椰丝，重新烘
烤加工，一种名叫“丹麦条”的
新产品就诞生了。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马哥
孛罗把“丹麦条”推上市场，
成为了当时热卖榜单中的一
个“爆品”。干文华的想法其
实很简单——食物是有生命
的，不浪费食物，让更多的人
享受美味。

当时有工友们说“做面包
蛋糕的，读书没啥用”。干文华
可不这么想。2005年，干文华去
江南大学学习食品工艺（焙烤）
专业，读完了专科和本科。

她还曾多次前往法国、日
本学习先进的烘焙技术，把西
点鼻祖的技艺融到中国传统烘
焙中，形成用料讲究、口味新
颖、造型时尚的现代海派西点
特色，也练就了制作海派西点

的绝技绝活。
做西点，做蛋糕，做面包，

读书，考证，做培训，参加比赛，
做评委，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
号……一路走来，干文华都是
一边做一边学，不断积累。

在国内烘焙培训行业，干
文华率先创立“干氏快速独门
教学法”。为使零基础学员快速
掌握技艺，干文华将几十年的
经验倾囊相授，独家工艺配方
悉数公开。通过演示、实践、点
评总结等独门快速教学法，让
学员脱颖而出。学员王松通过
此法快速成才，在全国焙烤职
业技能竞赛中摘得装饰蛋糕技
术比赛金奖，获得“全国技术能
手”称号。

近年，干文华依旧站在讲
台上，奋战在教学一线。她上
课，和别人不同，教广式月饼，
糖浆自己熬；教南瓜面包，将南
瓜买来自己蒸熟做馅料；教巧
克力配件制作，模具自己做，图
纸自己画……学校的老师都
说：“干老师上课是最省钱的，
什么都不用买，动动手，全部自
己做好了。” （未完待续）

（来源：上海市技师协会）

各区动态

民生为本，技能为先！
浦东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2021 年，浦东新区保持了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各项指标
均超额完成。

突出“稳就业”导向，
打好就业工作“组合拳”

落实就业政策稳市场主
体。研究制定新一轮扩就业政
策，援企稳岗效应持续显现。健
全重点企业用工常态化服务机
制，定制服务方案。部署开展

“就·在浦东”专项行动，帮助企
业缓解“招工难”。

精准服务大学生群体就
业。开展 3 轮户籍应届毕业生
需求排摸，推进精准就业帮扶。
分层分类举办系列招聘等就业
服务活动，打通就业输送通道，
去年新区户籍应届毕业生总数
1.2万人，就业率达97%。

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能级持
续提升。完善三级网络，升级服
务终端，下沉职业指导工作室，
丰富“家门口”就业服务内容。
举行557场线上线下招聘面试
会，提供16万个岗位，实现“天
天有招聘，就业不打烊”。以社
区、校区、园区“三区融通”为支
撑，开展各类创业活动，促进创
业带动就业。

构建“提技能”体系，
筑牢技能育才“主阵地”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年”行
动。围绕目标任务，统筹谋划各
项工作。发布符合产业发展的
引导性开发目录，鼓励开发

“区自主开发课程”；推进“互联
网+职业技能培训”，指导企
业、培训机构提升“助产业、促
就业”成效。

开展技能比武“竞赛季”活
动。聚焦“六大硬核产业”，借鉴
国赛市赛标准，以“浦纳天下
才，技创引领区”为主题，首次
采取集中时间、集中地点、集中
办赛形式举办区级技能大赛，
扩大竞赛品牌效应。

落实技能人才培养“月度
评”要求。按月有序推进高技能
人才培养、技能等级评价等重
点项目；围绕重点产业发展方
向，探索成立大飞机等五大“技
能湾”，浦东新区技能人才培养
基地布局基本形成；新资助市、
区级首席技师、技能大师工作
室107个，推荐5家企业成为技
能等级评价主体。

推出“特色化”举措，
提升市府实事项目“获得感”

多举措助力长期失业青年
人员实现就业。建立标准化职
业指导模式，“动态锁定、限时
服务”，实现职业指导、岗位推
荐和跟踪服务全覆盖。开设青
年就业能力训练中心，帮助
1914 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
业，完成下达指标（1240 名）的
154%。

新模式推动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有序开展。推动技能湾
携手园区企业开展“定制”培
养，支持企业规范培养操作，实
行企业学徒指导人制度，定制
培训课程；推动校企合作培养
技能人才，通过“理论模块化定
制、仿真加实训”，提高员工技
能水平，全年开展新型学徒制
培训 2933 人，完成下达指标
（2300人）的127%。

（来源：浦东新区人社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