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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莹

今年暑假，闫虎民老师一如既往地
忙碌着。9月，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即将在天津举办，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的学生将参加“工业4.0”和“机器人
系统集成”两个项目的比拼。作为该校
工程实训中心电气电子领域的首席专
家，闫虎民要在这个暑期和学生们一起
做最后的赛前冲刺；同时，作为大赛专家
组和裁判组的成员，闫老师还肩负着此
次大赛其他项目的出题任务。

带学生、打比赛、做裁判……参加工
作27年来，闫虎民一直没离开过职业技能
人才实战教学的第一线，他带出来的中高
级技能人才多达9000多名，由他培养出来
的全国技术能手有20多人、天津市技术能
手2人。去年11月底，在世界技能大赛特
别赛上，作为工业控制项目中国技术指导
专家组组长的闫虎民带领中国选手姜昊
获得工业控制项目比赛的金牌。2022年
底，一直站在学生背后的闫老师被评选为
全国技术能手，今年5月受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的表彰。

回望过去的一年，闫虎民可谓收获
满满。但是提起这段时间最让他感到振
奋的一件事，闫虎民的答案却和他个人
没有什么关系。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名
专门培养职业技能人才的人民教师，毫
无疑问2022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我国开
始建立并推行“新八级工”制度，开展特
级技师、首席技师的评聘工作。在闫虎
民看来，“新八级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符号，是技术工人设定新目标、开启新征
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如今“新八级工”制度实施满一周年，
新政策给技术工人的薪资待遇带来什么
变化、公众对于技术工人的认识有没有进
步、企业又是如何看待这项制度的呢？闫
虎民和他的弟子们对此很有发言权。

新老“八级工”有何区别
何谓“新八级工”？它是在现有“五

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划分的基础上，
对设有高级技师的职业（工种），在其上
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技术职务（岗
位），在初级工之下补设学徒工，形成学
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
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新的
“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

我国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始于上世
纪50年代我国确立的老“八级工”制度。
“那曾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既代表高超技
能，也代表着一定的收入水平和受人尊敬
的社会地位。”闫虎民介绍，“过去的老‘八
级工’在企业里都是顶天立地的存在，他
们不一定是厂里最‘老’的员工，但一定有
一手绝活，能扛下最棘手的任务。”

随后，我国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经过了几轮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
开始形成了“五级工”制度。闫虎民表
示：“我们学校最初只培养职业教育师
资，学生毕业后几乎都成为教师。后来
随着学校的发展，我们也有了非师范类
专业，学生的选择变得更多了。但是那
时候还是有不少学生和家长认为自己大
学本科毕业去工厂当工人太亏了。”

但是，随着国家对职业技能人才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闫虎民发现自己的学
生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进入企业一
线，并靠自己实打实的过硬本领争得了

一席之地。闫老师指着自己工作室角落
里的一位正埋头在电脑前梳理论文的学
生说：“这是我的研究生燕英杰，我前两
天还问他毕业之后愿不愿意当老师，他
当时就告诉我以后要去企业。”听到老师
叫自己的名字，燕英杰抬起头，冲着我们
信心满满地攥了下拳头。

在闫虎民看来，毕业生愿意走进企
业一线，一方面说明学校的实训教学能
够跟企业紧密结合，让学生真正掌握技
术，让他们有信心放下书本走到一线；另
一方面，也是“新八级工”制度落地后，技
术工人从薪资待遇到社会地位得到全面
提升的体现。

从“五级”到“八级”，不是简单的变
“数”、增“量”，而是职业技能等级体系的
架构重组。“新八级工”的设定打通了技
能人才职业发展的上升通道，增强技能
人才与企业、技能人才与产业间的黏性，
激发技能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助力企
业加速奔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新八级工’制度开始让更多的学

生追求技能的提高，而不是唯学历论。”
闫虎民告诉记者，“现在的企业里，别说
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是一抓一大
把，但是‘首席技师’可能只有一位，一个
区、一个市也只能推荐有限的人数。毫
不夸张地说，‘特级’和‘首席’让技术工
人从社会地位到薪资待遇，都可以和其
他领域的专家相媲美，这无疑能让技术
工人的未来更有奔头。”

打破技能人才的天花板
李红伟今年34岁，是肯拓（天津）工

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拓）
制造技术部的负责人，也是闫虎民的学
生贾亦真进入企业后收的徒弟。凭着刻
苦钻研、踏实苦干的敬业精神，李红伟在
30岁出头时就拿下了电工高级技师资
格，达到了“五级工”的最高级。2023年，
在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全国
第九名，得到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
称号，几乎是青年技术工人的最高荣誉。

在别人艳羡的目光中，李红伟却有
些茫然，“一下子就失去了目标，不知道
下一步该往哪个方面努力。我现在也带
徒弟，能力强的技术工人早早就达到了
职业技能等级的最高级，并不难。没几
年，我的徒弟也都会成为高级技师，我就
更没有优越感了。”摸到了“天花板”，感

觉没有了上升空间，这是李红伟成为高
级技师之后心中最大的烦恼。

李红伟的烦恼也是技能岗位吸引力
不强、职业认同感差的主要因素之一，这
也导致了我国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缺口严
重。技术工人的前途早早就“一眼望到
了头”，这不仅让技能人才这股大潮失去
了向前奔涌的动力，也导致了源头供给
不足，许多年轻人不愿意选择上职业技
术学校，不甘心当技术工人。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
造的重要力量。当前，无论是突破“卡
脖子”技术，还是建设制造强国，都需要
更多本领高强的技能人才贡献智慧和
力量。据统计，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
量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
6000万人，占比并不高，甚至可称为短
缺。但是，由于过去存在着技能人才的
成长路径单一、上升空间受限、工资待
遇不高等问题，技能人才的供给出现了
人才增长乏力、市场规模萎缩、年龄结
构老化等一系列问题，影响制造业做大
做强。而“新八级工”制度的出台，无疑
给青年技能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注入了
一针强心剂。

此前，为了调动李红伟等青年技师
的积极性，肯拓在“五级工”的基础上，在
企业内部又设立了更加细分的12个职
业技能等级，每年对员工进行评聘，并与
工资挂钩。“职工技能每增加一个等级，
工资就会有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涨
幅。对于骨干技能人才，我们也会聘用
他们进入管理岗位，从待遇到职位都给
予技能人才以更强的认同感。”肯拓（天
津）工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葛
云涛告诉记者，“公司技术总负责人贾亦
真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带领企业内的技
术能手不断拓展各自的技能宽度，来弥
补职业技能高度上的不足。”

李红伟拿到的是电工高级技师证
书，作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基础，电工是
必备技能。李红伟说：“现在有了‘新八
级工’制度，对我来说更高的目标就在眼
前。要成为特级技师，甚至首席技师，标
准更高、难度更大，可能还要继续奋斗十
几年。尽管如此，却让我充满了干劲。”

把年轻人稳在工厂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新八级工”制度

的落地，不仅得到技术工人点赞，也让企

业为之叫好。究其原因，还是“新八级工”
在打通由“工”变“匠”的技能成才通道的
同时，也释放出了促进企业发展、产业振
兴的激励效应，堪称个人与企业双受益。

葛云涛也是闫虎民的学生，由他掌
舵的肯拓，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天
津市瞪羚企业、天津市产教融合型企业，
在集中精力搞研发的同时，对于技术工
人的重视和培养程度超乎寻常。对此，
葛云涛笑着表示，这可能和自己的教育
背景有关：“我本科就读于天津职业技术
师范大学，研究生就读于天津科技大学，
这两所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所以
自己既是高级技师，也是高级工程师。”
在葛云涛看来，技术人才与技能人才没
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对于制造型企业
来说，技能人才是企业产品高标准、高质
量的最终实现者。“一家企业，研发人员
的产品开发工作设计得再好，只是理论
成果，仍然停留在图纸和样机上。最终，
它们能否转化为理想的产品投入市场，
还要靠技术工人来实现。”葛云涛告诉记
者，“我们公司一些有经验的技术工人，
可以做到在生产中发现研发的缺陷，并
提出合理建议，提高设计的产品转化率
和企业的利润率。”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肯拓，有不少工
程师也同时持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研
发人员具备一线操作的能力，可以让‘浮
在云端’的设计更加‘脚踏实地’，可实现
性更强，这也是我们公司技术成果转化率
高的一大秘诀。”葛云涛不无自豪地说，
“在我们公司，技术工人的技能等级越高，
与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差距就越小，甚至
持平。一线技术工人除个别人员因不可
抗力返乡外，流失率几乎为零。”

技术工人的成长，可以说是与企业紧
紧绑定在一起的，他们每一次进步都紧跟
企业的发展，都是企业不断前行的缩影。
反之，技能人才的成长也会驱动企业成
长，技术工人创新的一小步，可能就是企
业前行的一大步。李红伟告诉记者：“一
线技术工人对生产工艺创新和流程的优
化，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一个小小的
改动或许就能为企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或者节约投入成本，其贡献是不可估量
的。而这样的工艺迭代，需要技术工人长
期稳定在同一家企业中才能实现。”

肯拓内部一直实行师徒制，还开办
了自己的技能培训中心，这其中既有长
远的眼光，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
“对于企业来说，成熟的技能人才是非常
宝贵的资源，技术工人不好招也是同业
的共识。招不到‘好用’的技术工人，我
们只能选择招聘应届毕业生自己从头培
养。”葛云涛表示。
“新八级工”制度的落地，让葛云涛

对企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信
心大增。他告诉记者，现在肯拓的技能
培训中心不只面向自己的员工，还对外
开放，帮助兄弟企业培养技术能手。能
感受到，整个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重视和
培养都有了显著提升。“再往远了说，‘新
八级工’制度进一步将技能人才培养与
企业的成长捆绑在一起。只要企业能增
加高技能人才的含‘金’量，持续营造重
视技能、争当工匠的热潮，为技术革新进
步、人才破土冒尖培育沃土，年轻人就能
稳定在工厂，而这正是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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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八级工”让技能人才有奔头

闫虎民老师（中）在工程实训中心对学生进行操作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