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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近 2500
所技工院校 20 多年来累计培养了近 3000 万名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在就业率常年保持97%的同时，技工院
校该如何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多家技工院校负责人告诉记者，技工院校按照职
业标准设计课程体系，学生学完一门课，基本可以掌握
一项技能，学完一个专业，基本就能胜任岗位需要。因
此，许多院校招生即招工、进校即入企，学生还没毕业
就已被预订。

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记者看到，与西门子共建的
智能生产车间里，机器人手臂挥舞，数字化设备上参数不
停变化。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们仔细操作着手中设备。

“这里既是车间，也是教室。让学生在实训环境下
学习和磨砺，未来到企业、到就业市场，就更容易找到
自己的位置与空间。”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
军峰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在全国技工院校部署推进工学一体化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核心是将工作过程和学习过程融为
一体，旨在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从就业市场看，近年来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越
来越旺盛，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 1.5 倍以上，高技能人

才甚至达到2倍以上。而技工院校的办学定位，正好符
合部分企业所需，使得毕业生面临的就业机会较多。

叶军峰告诉记者，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毕业生
年均就业率达 98.5%以上，平均 1 个毕业生有 5 个岗位
等着招。每年有超 25%的毕业生在世界 500 强、中国
500强及国家重点企业就业。“在关注就业率的同时，更
需重点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伴随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企业用人要求也在攀升，
对技能人员的基本素质、操作水平等各方面都提出了
新要求。不少技工院校表示，当前必须加快调整步伐，
提高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结合的紧密度、与行业企业
发展需求的适配度。

技工院校和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的广东，近两
年下大力气推动产教融合，变学校“一头热”为校企“两
头甜”——

一方面，对企业加大政策激励。对认定为产教融
合型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等支持，落实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减免以及其他税费优惠。截至
2023年末，广东已认定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1233家，不
少企业真正参与到职业教育中。

另一方面，推动学校创新教育模式。全省技工院
校与1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及国内800多家大型企业

合作，不断增强对家长和学生的吸引力。目前广东148
所技工院校每年向社会各界输送毕业生超 17万人，实
现招生、就业两头旺。

“为持续提高人才供给水平，在充分就业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近年来，我们结合产业升
级趋势和社会急需紧缺，动态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指
导技工院校围绕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等培养人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上述负责人说。

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对数控加工等传统制造类专业
进行升级改造，建设智能控制、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与
云计算等前沿专业，让学生成为了高新技术企业争相
招聘的对象，部分毕业生收入也随之提升。

2024 年 9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推
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组建一批技工教育联盟
（集团），遴选建设一批优质技工院校和优质专业。

“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共设 15 个专业大类，330
个专业。目前人社部门正在启动新一轮专业目录征集
工作，下一步将动态调整优化专业设置，促进人才培养
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
建设司上述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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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近3000万名“工匠”

技工院校如何提高育人水平？
新华社记者姜琳

求索半世纪、奋斗十余载，中国人的“大飞机梦”在
新时代终成现实——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
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C919
完成研发、制造、取证、投运。

“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
以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
取得更大突破，加快规模化和系列化发展，扎实推进制
造强国建设。

万里长空，国产大飞机 C919 正乘风起飞，奋力绘
就高质量发展新航程。

永不言弃，终圆“大飞机梦”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10架C919飞机融入繁忙航
线网络，穿梭于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热门城市。

由C919执飞的上海至西安航班上，C919型号副总
设计师赵克良虽已多次搭乘，进入客舱后仍难掩激动，

“经过那么多困难、曲折，几代人的大飞机梦想，终于在
我们这代人手中实现了！”

大型客机研制，被誉为“现代制造业的一颗明
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承载着国人最初“大飞机梦”
的运10，曾七上青藏高原纵览山河，最后由于种种原因
而停飞。

屡经挫折，整装再出发。2007 年大型飞机项目立
项，2008年中国商飞公司成立，国产大型客机研制进入
新阶段。

从立项到投运，C919凝聚着无数航空人的坚守。
研制团队与时间赛跑，实行“611”和“724”的工作

模式，即1周工作6天，每天11个小时；在攻关关键期，1
周工作7天，每天24小时。“制造能力、人才和技术储备
都有了很好的基础，各方面也全力支持。我们只有一
个目标就是把大飞机造好。”赵克良说。

C919项目技术难度之大、组织协调之复杂、验证项
目之多，超乎想象。立项至今，全国 20多个省份、1000
多家企事业单位、30多万人参与了大飞机研制，推动大
飞机事业实现一个个历史性突破。

2015年11月完成总装下线；2017年5月成功首飞；
2022 年 9 月获颁型号合格证；2022 年 12 月全球首架交
付；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

自主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走进 C919 总装厂房，一架架 C919 飞机正在组
装。机身大部件、驾驶舱客舱设备、起落架……数百万
个零部件整合后汇集于此。

“C919设计制造几乎覆盖所有工业门类，能够代表
中国制造的新高度。”赵克良介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切实目标，C919坚持中国设计、系统集成、全球招标，形

成了自主研制、国际合作、国际标准的技术路线。
聚焦自主研制，加强关键技术攻关——
电传飞行控制律，好比飞机的“大脑”。“这是一个

全新领域，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中国商飞上飞院飞机
架构集成工程技术所副所长欧阳一方回忆，缺少参考
资料，他们就一次次仿真计算，不停试验验证。奋战10
年，终于让国产飞机拥有了“中国大脑”。

通过 C919 的设计研制，我国攻克了 100 多项重大
技术难关，带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群体性突破，推
进了流体力学、固体力学、计算数学等领域的发展。

从产品到平台，带动产业链转型升级——
上海临港，大飞机产业园已初具规模，形成了集设

计、制造、试飞、配套于一体的民用航空产业布局，吸引
着全球供应商来此落户。

国产大飞机正成为产业发展“新引擎”。目前，
C919飞机全球订单超千架。有机构预测，C919有望为
产业链企业带来万亿元量级的市场规模，并带动产业
链供应链再上新台阶。

飞向未来，迈入运营新阶段

9月19日中午，印有“C919”字样的南航CZ3539航
班从广州白云机场腾空而起，飞向上海虹桥机场。

旅客陈先生特地来体验南航C919首航，宽敞的座

椅、充裕的充电接口、较小的噪音都让他印象深刻，“很
舒适，也很自豪，以后出行多了一种选择。”

这次飞行也标志着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国航、东航、
南航的C919均投入商业运营，C919规模化运营迈入新
阶段。

“好飞机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中国商飞客
服公司副总经理胡永青介绍，为保障C919飞机顺利引
进和后续顺畅运营，中国商飞与航空公司紧密合作，全
力推进飞机选型、生产监造、人员培训、运行支持等工
作。

如今，C919投入市场运营的效率在提升，各民航单
位对其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截至目前，C919飞机已经
交付10架，开通8条航线、通航6座城市，累计安全飞行
超1万小时，安全载客近60万人次。

南航C919首航的同一天，千里之外的西藏拉萨贡
嘎机场，一架 C919 飞机平稳降落。“这是 C919 飞机首
次飞抵拉萨，我们在这里开展了多项研发试飞，为后续
满足高高原航线运行需求和高原型研发奠定了基础。”
C919飞机总师助理严子焜说。

首次飞出国门，亮相新加坡航展；完成首次跨境商
业包机；完成首次加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商业飞行
……C919飞机正不断拓展“飞行边界”、开拓全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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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蓝天向未来——

国产大飞机C919点燃发展“新引擎”
新华社记者周圆、王聿昊、贾远琨

9月12日，中国南方航空首架C919国产大飞机在山东东营机场开展飞行训练。新华社发（周广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