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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党的二十大首

次把培养大国工匠、 高技能
人才与战略科学家、 卓越工
程师等一起纳入了人才强国

战略目标。 上海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 必须聚焦以工匠和
高技能人才为代表的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 打造一支知识
型、 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
大军。

昨天， 市政协十四届一
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 市政
协委员、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黄红就推动工匠和高

技能人才政策落地见效 、发
挥工匠和高技能人才创新创

造的主力军作用、 营造尊崇
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的环境氛

围等内容， 代表市总工会进
行发言。 她提出，继续探索工
匠人才的培养路径， 推动更
多上海工匠成为大国工匠 ，
让“上海师傅”受人追捧再度
回归。

供求不平，高素质产业
工人队伍面临诸多困境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

发源地， 也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摇篮。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时期和气势恢宏的新时

代， 产业工人为推进上海各
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

献： 从曾经参与建造了中国
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上海电
机厂等工业 “四大金刚”、风
靡全国的 “三转一响 ”，到如
今参与建设的洋山深水港 、
载人空间站 、C919 大型客机
等“上海品牌”代表中国走向
世界， 无处不是产业工人的
身影。 截至 2022 年，全市技
能劳动者总量约 413 万人 ，
高技能人才约 119.5 万人。

“但是， 我们也看到，上
海产业工人的数量、质量、结
构与现代产业发展目标还不

匹配。 ”黄红提到，目前上海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正面临诸

多困境 ：“招工难 ”“用工荒 ”
问题并存， 高端技术工人短
缺； 企业在职工教育培训中
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 教育
附加专项资金一直未足额使

用；学生到生产一线的意愿不
强， 年轻人不愿意当技术工
人；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获得感
还不强，一些工人坦陈社会地
位、主人翁地位不高等。

破解难题，让“上海师
傅”再次受人追捧

上海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面对
当前困境，如何破题？

对此， 黄红在讲话中建
议， 要推动工匠和高技能人
才政策落地见效。 当前，本市
的 583 名上海工匠中， 仍有
35 人未获上海户籍。 黄红建
议 ，要总结推广 “临港工匠 ”
直接落户、居住证专项加分、
缩短“居转户”年限的经验做
法，让更多技能人才落户、扎
根上海。 人才落户之外，黄红
认为 ，可以通过完善校企双
向聘用人才政策， 推动高校
教师进企业、 劳模工匠进校
园， 推动 “双师型” 教师培
养 ， 更好发挥技能人才作
用。 同时， 推动企业建设培

训基地、 实训基地， 让学生
早实习、 多实训， 推进企业
新型学徒制， 加大职工技能
培训力度。

“上海要充分发挥工匠
和高技能人才创新创造的主

力军作用， 要完善职工创新
成果奖评选机制， 完善岗位
创新机制。 ” 黄红进一步建
议，上海应保留 2011 年设立
的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工人农

民技术创新组， 恢复独立成
组评审模式， 搭建职工岗位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平台 ，让
更多原始创新转化为实际生

产力。 在岗位创新机制方面，
黄红建议推动企业普遍开展

示范性引领性劳动与技能竞

赛， 将创新要素纳入职工绩
效考核和职称晋升体系 ，不
断激发技术工人的创新创效

活力。
“让 ‘上海师傅 ’受社会

尊崇能够再度回归。 ”黄红在
讲话最后呼吁， 大力营造尊
崇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的环境

氛围， 可借鉴兄弟省市经验
做法，比如杭州、苏州等设立
工匠日， 成都出台礼遇工匠
政策，优化服务模式。 在行业
领军企业中，拓展其优势，推
动建立跨区域、跨行业、跨专
业劳模工匠人才创新联盟 ，
持续扩大其在技术革新 、技
术攻关、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带动效应。

■劳动报首席记者张锐杰文/摄

�� 黄红代表市总工会在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作大会发言。。

（上接第 2 版） 虹桥国际
中央商务区要统筹好对内

对外开放两个扇面， 不断
提升总部经济能级， 拓展
贸易功能内涵， 挖掘各类
流量价值， 形成特色鲜明
的产业体系， 推动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一核两带”协
同发展、相互赋能。G60 科
创走廊要进一步放大效

应、形成特色、打响品牌，
加快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科创走廊和重要创新策

源地之一。 要通过深化市
场改革， 进一步激发一体
化发展内生动力。 充分发
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

用， 让更多一体化发展需
求由市场提出， 更多合作
项目由市场发起并实施，
更多政策制度创新由市场

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 要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

走在前列，打通裉节、加强

协同，推动市场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充分开放。

陈吉宁指出，松江区
要奋发有为、奋勇争先，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更大

突破。 要打造战略性新兴
产业融合发展新高地。 把
握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方向， 大力推
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瞄
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开
辟新领域新赛道、 塑造新
动能新优势， 着力培育生
产性服务业。 要注重项目
和产业要素的耦合、 底层
技术的带动、 公共服务平
台的完善，提升服务效率、
增强企业黏性， 加快形成
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产

业生态和创新生态， 加快
孵化培育面向全球市场的

优秀创新创业企业。 要打
造新城建设示范样板。 坚
持规划先行， 融入现代理

念，做强功能优势，做好产
城融合、功能完备、职住平
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
治理高效的大文章。 要率
先探索教育、科技、人才融
合发展。围绕产业链、创新
链部署教育链、人才链，推
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

融合， 深化高校科研院所
体制机制改革， 使教育培
养出来的人才与科技趋势

相适应、 与产业发展相配
套、与社会需求相衔接。要
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聚焦农民增收、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等核心问题 ，
加快把科技和服务引入乡

村， 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 完善农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

给， 切实提升农民生活品
质。 要支持家庭农场深化
探索、 创新突破、 形成引
领。

本报讯 今年的上海两会正

在审议讨论《上海市无障碍环境
建设条例（草案）》。 除了硬件水
平的不断提高，如何从软环境上
不断提升无障碍城市的温度，也
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话题。 根
据市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从 1
月 13 日开始，上海广播电视台
在东方卫视《东方新闻》和上视
新闻综合频道《新闻报道》这两
档主新闻栏目中增设手语播报，
让听障人士也能“看见”新闻。

化妆、试镜、读稿、调音，手语
翻译寇辰珠早早来到新闻直播间

做准备。在午间新闻时段通过手
语为听障观众“播报”新闻资讯，
已经成为她和手语播报团队与

上海 8 万多听障人士的约定。
在收到今年上海两会代表

委员关于加大无障碍服务、电视
节目配套手语的建议之后，上海
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紧急落

实上级要求，积极研究配套技术
方案。 从昨天起，东方卫视每晚
18 点《东方新闻 》、上视新闻综
合频道每晚 18 点 30 分《新闻报
道》这两档主新闻栏目中增设手
语播报，使得上海广播电视台配
有手语播报的新闻直播栏目增

加到三档。
市残联宣传文体处处长孙

献忠表示，增设手语播报，不仅
保障了残疾人平等获取公共信

息的基本权利，也充分体现了上
海国际大都市的人文关怀和城

市温度。上海市残联也希望挖掘
一批高端手语人才，充实到手语
翻译保障工作中来。

让听障人士“看见”新闻

黄红代表市总工会呼吁：加快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SMG两档晚间主新闻增设手语播报

让“上海师傅”受尊崇能够再度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