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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无锡技能人才队伍持
续壮大。市人社部门深入实施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和高校毕业生强技行
动，系统推进岗位职业技能焕新计
划与培训强基计划，创新开展“新质
生产力”专题培训，全年累计完成各
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6.92万人
次。新八级工制度全面推广，全市
新增技能人才8.54万人次，其中高
技能人才达3.07万人次。

产教融合持续深化，无锡技
师学院率先落地全市首个高级技
师企业新型学徒制班，为高端制
造企业储备技能尖兵；产业人才
创新基地不断拓展培训维度，探
索大学生“技能培训+精准就业”
新模式，将一批实训表现优异的
高技能学员导入重点产业一线岗

位；“无锡工匠”系列赛事、“技能
大师”品牌课程也不断拓展，为技
能人才提供展示与交流舞台，推
动形成“学技能好就业、长技能好
就业、高技能好就业”的成长通
道。

“无锡是制造业大市，技能人才
始终是城市发展的‘匠心引擎’。”
无锡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全过程跟踪服务，
推动学员在岗位创新、技能攻关、
竞赛比拼等方面实现突破，培养出
一批有引领力、有影响力的无锡工
匠。”

与此同时，技能培训也正从“量
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当前，无
锡在推动技能人才体系建设过程
中，不断向专业化、系统化方向迈

进，围绕内容更新、资源整合与配套
机制优化等环节持续发力，力求让培
训真正成为人才成长的“快车道”。

在实际推进中，一些小微企业
由于缺乏平台条件和资金支持，难
以独立开展定制化培训。对此，无
锡市人社局也在探索通过共建共享
教学资源平台，引导企业、高校、培
训机构加强合作，提升培训的适应
性和前瞻性，为构建高质量技能人
才生态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技能培训不再是走过场，而
是一步步通向岗位、通向未来。
随着更多实战课程落地、更多岗
位精准对接，无锡正为年轻人提供
越来越多的可能，也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技能动能”。

（晚报记者 陈怡迪/文、摄）

系列报道之匠心育英才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
布全国首批48个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典型案例，无锡市打造
的“强化‘四力’并举 促进乡村全
面振兴”创新实践成功入选，成为
江苏省三个入选案例之一。

近年来，无锡紧扣“千万工
程”理念，全方位推进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多项指标位居全国
前列。目前，无锡已成功获批2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全
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阳山水蜜
桃）、6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及7家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宜兴市还获批
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2024
年，无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高达47078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7∶1，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无锡全面落实“五级书记抓
乡村振兴”的要求，从宏观、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精准发力。不仅出
台了全国首部和美乡村专项地方
性法规《无锡市和美乡村条例》，
还建立了市领导乡村振兴联系点
制度，各级党组织书记亲自领办
乡村振兴“书记项目”。

无锡构建了四级全域规划体
系，打造“通江达湖、一体两翼、阡
陌田园、城乡互融”的市域国土空
间布局。全市350个行政村（涉
农社区）被划分为11个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片区，并规划了“一条主
轴＋多条支线”的发展格局。

无锡对照省级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十有”标准，推进片区内
180个省级示范村建设。在产业
发展上，统筹资源，推动农文旅融
合，2024年片区内休闲农业产值
超50亿元，一二三产业总产值超
1000亿元。

为保障乡村振兴的资源需
求，省、市两级财政投入1.3亿元
支持片区建设，金融机构提供超
600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还吸
引了超10亿元社会资金。（潘凡）

“四力”驱动乡村振兴

无锡入选
全国首批典型案例

培训直通企业一线

“拿证终点”变“上岗起点岗起点””
年轻人缺经验，企业缺“准熟手”，如何让培训真正成为就

业的起点？在无锡，这道题正被一条条实训通道、一批批定制
岗位逐步解开。从无锡市人社部门获悉，如今的技能培训早
已不止于“考证领证”，而是直指岗位、嵌入产业。从公益培训
到实训基地，从项目制教学到企业定向签约，一批批青年通过
“培训+实战”完成了身份跃迁。

从“入门”到“上岗”：搭建青年就业通道

晚上7点，无锡极客营软件实训
基地教室内灯火通明，一排排电脑
屏幕泛着蓝光，30多位年轻人正在
埋头敲打键盘。讲师一边演示代码
操作，一边穿插解题思路，语速不
快，但句句紧扣重点。作为南京传
媒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台下的何俊
杰一边听讲一边调试程序，神情专
注。何俊杰原本主修的是数字媒体
技术，面对专业跨度大、求职迷茫的
现实，他报名参加了无锡市人社部
门培训就业一体化示范项目中的
Python编程项目。“课程不仅免费、
完全对标企业需求，还能优先面试留
用。”如今，他白天在无锡极客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实习，晚上继续“补课”，
逐步转向技术岗位。

如果说何俊杰是在公益培训中

“跨过了专业门槛”，那么来自北京
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的谯旭则是通过
集成电路制造实训项目进一步提升
了专业应用能力。“面试时，企业问
的都是实际操作问题，比如芯片测
试流程、设备异常怎么处理，而我接
触的大多数是理论。”在毕业前夕，他
报名参加了由无锡人才集团组织的
半导体实训项目。“讲得特别细，比如
显微镜下针尖有污渍怎么处理，遇到
突发情况该找设备工程师还是质量
工程师等。”实训结束后，谯旭顺利
入职无锡伟测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成为一名芯片测试工程师。

为搭建从课堂到岗位的“直通
通道”，集成电路项目承训方无锡市
人才集团建设并运营了“产业人才
创新基地”，聚焦集成电路、智能制造

等重点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目前，
基地已开设集成电路班、智能制造班
两个重点班型，每班约50人，首批结
业学员中已有30余人即将输送至3
家本地企业。结业即上岗，就业转化
率接近100%。

今年，无锡市就管中心也同步推
进“培训+就业”一体化服务机制。“以
前是培训归培训、就业归就业，中间
断了一截。”市就管中心就业创业培
训部负责人表示，“现在我们先对接
企业，看他们要什么样的人才，再反
推课程该怎么设计。学生培训合格
后，我们直接推荐给企业。”

从“上手”到“成才”：打造产业技术硬核

清晨7点半，江苏隆达超合金
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已开始运
转。一名来自无锡学院“隆达产业
班”的学生戴着护目镜，正和导师一
起核对高温合金热处理参数。站在
操作台前的他，早已不是几个月前
那个对工业流程一知半解的大学
生，而是一位能够独立分析问题、配
合完成一线工艺检测的“准工程
师”。

“过去，我们去学校招聘会上
‘挑人’，现在是和学校一起‘养
人’。”隆达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孙艳
莉的一句话，道出了企业育才方式
的转变。近年来，公司每年面向材
料、冶金、综合管理等专业，定向招
收30至60名管培生，其中，“隆达

产业班”已成为重点人才孵化平台，
不断为企业“输血”。

与短期公益培训不同，企业和
学校联合培养人才从源头上解决企
业高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隆达
产业班”为例，自2023年起，江苏隆
达与无锡学院联合开设该班，采用

“2.5+1.5”的培养方式，前2.5年在
校学习打牢理论基础，后1.5年直
接进入企业车间参与项目，在真实
场景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

不仅学生成长显著，企业也收
获了实际成效。“隆达产业班”学生
开发的“高温合金缺陷检测算法”已
帮助车间把良品率提升了3.2%；另
一项“航空发动机叶片铸造工艺改
进”课题，也通过仿真建模与数据分

析，可为企业节省 12%的生产成
本。

“好岗位不是等来的，而是企业
基于产业前瞻性‘设计’出来的。”孙
艳莉表示，随着公司国际化步伐加
快，公司对具备技术底子、又能对接
海外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不断
提升，“今年，我们的整体招聘规模
将比去年增长 15%至 20%，达到
200至300人，定向培养型岗位也
将持续增加。”

如今，“隆达产业班”的校招签
约率已达到95%，同时，公司也在
探索更广阔的人才合作渠道。据孙
艳莉介绍，江南大学国际教育处近
期将来访企业，洽谈国际学生的实
习与招聘合作计划。

从“个体”到“体系”：构建技能强市生态

学员在学习操作数控机床学员在学习操作数控机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