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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世赛选才育才，炼就技能人才第一方阵




































““海纳百技海纳百技””同心协力同心协力 共续世界技能精彩故事共续世界技能精彩故事
近日，世界技能组织2023年全体大会在爱尔兰都

柏林举行，会上，人社部副部长吴秀章介绍了上海2026
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进展情况；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党组书记杨佳瑛介绍了上海世
界技能博物馆的筹建情况。

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上
海市人民政府与世界技能组织三方共建，是世界技能
组织唯一的官方博物馆，集技能展示中心、技能合作
与交流平台、青年技能教育基地、官方文献中心等四

大功能于一体。
博物馆坐落于上海黄浦江北岸的杨浦滨江，其前

身为百年工业遗址永安栈房。为兑现2017年中国申办
世界技能大赛时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博物馆的建
设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突出了世界性、创新性和
参与性的特点。从全球各地征集了 2000 多件珍贵藏
品，充分展现世界技能事业的蓬勃发展历程。“工具与
我们的世界”“成功的全球运动”“技能发展与中国”

“技能建设美好世界”“技能与基础科学”“技能与工业

革命”等六大核心展区，生动呈现了技能创新对人类
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中国在技能领域开
拓创新的成果。全息投影、红外交互、人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的运用，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充分感受技能的
奇妙与伟大。目前，世界技能组织已对上海世界技能
博物馆的施工布展完成最终验收，计划于今年11月正
式对外开放。

与会代表对博物馆前期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纷纷表示希望前往上海实地参观，加强交流互鉴。

强化依法维权职能 提升为民服务质效

一技之长，立身之本，成才
之路。

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全国
技能大赛，上海代表团成绩单亮
眼，继续处于全国第一方阵
——既在传统优势项目蝉联桂
冠，也将领先身位拓展到更多项
目，比如在先进制造及数字技能
等新项目新领域有所突破。

成绩单透视着上海技能人
才成长启示录，也关乎以赛促
训、以赛促培、以赛促建的机制
日趋成熟。在上海代表团领队的
复盘笔记里，这一“促”字被拆解
为更具象的发力点：将竞赛标准
转化为技能人才培养标准，对标
世界技能大赛，标亮技能水平的

“天花板”，也反哺教育端提升教
学、实训“含金量”，促成就业端
严丝合缝的双向奔赴。

放眼全市，上海对高技能
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正逐渐形
成更清晰路径——建立健全以
世赛为引领、国赛为龙头、市级

大赛为主体、企业岗位练兵比
武为基础的分级分类技能竞赛
体系；用好各类比赛溢出效应，
进一步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引领
带动作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长、党组书记杨佳瑛接受采
访时表示，将加大技能人才特
别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
开展大规模多层次职业技能培
训，以赛训结合带动赛学互促，
不断提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及选
拔水平。“积极鼓励和支持劳动
者拥有一技之长，通过发挥专
长、勤奋劳动实现人生价值。

对标最高标准选育人才
将竞赛标准化作培养标准

了解行业技能水平的最高

水准，是将竞赛标准转化为技
能人才培养标准、评价标准的
前提。3D数字游戏艺术是上海
代表团选手在此次全国技能大
赛中首夺金牌的项目。该项目
比的是选手对游戏设计生产流
程的熟稔度。

“当下的竞赛逻辑是任务
导向，即对标企业成熟岗位从
业人员，结合生产实际，是贯穿
全链条全过程的比拼。”市人社
局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党支部书
记李晔阐释，比的是复合能力，
但这也是现实中企业对优质技
能从业人员的要求——能以较
高水平直接上岗。

由此，“最高水平”也有了
落地抓手：最高规格比赛筛选
出的最高水平，为更广泛的技

能人才提供比学赶超的标杆；
再者是对用人端需求的充分
彰显，但凡能在世界级、国家
级技能大赛取得较好成绩的
选手，也是生产实践中的高
手，成为各家企业争抢的“香
饽饽”。

用好大赛溢出效应
让日常教学贴合生产实际

比赛的溢出效应更多体现
在，将竞赛标准充分转化为技
能人才培养标准。

李 晔 说 ，在 这 方 面 上 海
已同世界技能大赛接轨，“用
专家组长负责制，即通过行
业内有代表性的技术人物根
据当前产业的发展标准，结
合相关情况，负责制定比赛

内容和标准。这些行家里手
能将产业真正需要的要素转
化到竞赛体系，我们再对竞
赛内容借鉴提炼到日常的培
训课程和评价中，让日常教
学更贴合生产实际。”

譬如从业习惯：在烹饪（西
餐）比赛中有一个要求是厨师
不能割伤自己的手，这一点要
求关系到从业规范和生产安
全。如今，诸如此类看似细小的
从业规范都被写入沪上技能评
价标准，也成为课堂教学时常
提及的案例。

构筑梯度人才队伍
发挥领军头雁传帮带作用

标准转化过程中，专家是
灵魂人物。他们需要洞悉产业
发展趋势，精准靶向企业所需，
并通晓职业教育，具有融合转
化能力。

高水平专家的数量，意味
着高质量的转化。放眼全市，上
海致力于选拔行业或领域技能
拔尖、技艺精湛，并具有创新能
力、社会影响力、在带徒传技方
面经验丰富的优秀高技能领军
人才，支持其申报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项目建设。同时，鼓
励、资助沪上各类企业和职业
院校等用人单位，建立首席技
师制度，发挥首席技师在单位
技术攻关、技能传承中的带动
作用。

人才队伍的梯度结构日益
成型：眼下分布于各区的世界
技能大赛选手培养基地，为蓄
力世赛、国赛梯度水平技能人
才提供有力支撑。由此，两赛选
手和教练在培养层面，相辅相
成、互相促进。

上 海 人 社 部 门 表 示 ，将
积极推进新时代上海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工作，广泛开展
多层次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努力构建一支数量庞大、结
构合理、技艺精湛、素质优良
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
人才和大国工匠。

（文汇报）

法治人社建设优秀单位

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积极推进法治人社
建设。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表扬法治人社建设优
秀单位的通知》(人社部函

〔2023〕11 号)，其中上海市松
江、金山、嘉定、崇明4个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被评选
为全国“法治人社建设优秀单
位”。希望本市各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以受表扬的优
秀单位为榜样，以更高标准干
在实处、走在前列，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近年来，崇明区人社局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以强化依法维权职能、提升为
民服务质效为切入点，积极推
进法治人社建设，促进区域内
整体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为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创造了
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部门联动解劳资纠
纷，一门受理畅通便捷依法维
权的渠道

遇到劳动纠纷后，应该找
劳动执法机构举报还是找调
解仲裁机构维权？对此，崇明
区人社局率先设立劳动保障
维权服务大厅，实现劳动维权
监察、仲裁、信访、工会、法律
援助一站式服务。劳动者只需
进一扇门填一张表，就能完成
多部门的维权申请，感受到维
权渠道优化整合带来的便捷
顺畅。大厅还被设立为崇明区
基层法治观察点，推动依法治
理水平提升。多年来，崇明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综合调
解率始终位于全市前列，仲裁
结案率连续5年全市第一，并
获评全国人社系统优质服务
窗口。

二、柔性执法促协商协
调，良法善治有力保障依法维
权的权利

崇明一区“三岛”，且本岛

东西狭长，交通往返耗时长。
尤其是长兴岛上大型海装企
业内用工形式复杂，5万多名
外来务工人员集聚，小微小
额纠纷易发多发。这些都为
三岛群众维权和部门执法增
加了难度，且一旦进入执法
程序，“工资尽快付清”的诉
求也难以快速实现。崇明区
人社局积极运用法治思维，
创新柔性监管方式，建立拖
欠农民工工资分类流转处置
机制、案前调解机制、海洋装
备企业劳动纠纷化解“三级
联动”机制，为劳资双方搭建
平等协商平台，协商不成的
再由人社局依法处理。2021
年以来累计流转各类案件线
索 1233 件，解决 913 件，总体
解决率 74.04%，切实使三岛
劳动者免于奔波之苦，也有
效减少因轻微矛盾纠纷触发
行政执法。欠薪流转等多项
工作被《上观新闻》等平台、
媒体报道转载。

三、精准普法显为民初
心，春风化雨持续增强依法维
权的意识

徒法不足以自行，要真正
发挥法律作用，离不开人民群
众法治意识的提升。那又该如
何让服务对象提高学法兴趣，
主动提出“我要学法”？崇明区
人社局坚持需求导向，秉持为
民初心，以更加精准地满足企
业和群众个性化、多层次的法
治宣传教育需求为目标，创建
了“人社政策您点单”法宣服
务品牌。人社局制定法宣服务

“菜单”，企业和群众根据自身
需要点单选课，增强了互动性
和体验感，实现了“人找政策+
政策找人”。通过不断创新普
法方式，以品牌建设来引领和
深化普法工作，提升公民法治
素养，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的人社法治环境，为人社事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法治保障。

（崇明区人社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