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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线通用工种到工业机器人赛道，青
岛市职业技能大赛见证着从青岛制造到青岛
智造的发展演变。但大赛并非仅仅是“见证
者”，紧跟时代步伐，挖掘时下最火热的新产
业、新职业，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个“风向标”。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风起云涌。作为
我国北方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2023年青岛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产值突破 1500 亿元，拥有汽
车产业规上工业企业超过 300 家，整车产能
130.2 万辆，形成了完备的配套产业链。新能
源汽车产业“红海”背后，是相关专业技能人才
的“洛阳纸贵”。

本届职业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新能源汽车
电控系统技术赛首次亮相，吸引了全市130多
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平度市技师学院汽车
技术系教师杨洋，从一众高手中“脱颖而出”，
斩获赛事第一名。

出身传统汽车维修专业的杨洋，早在2018
年就捕捉到新能源汽车的广阔市场前景，果断

“转换赛道”。“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保有
量越来越高，对应的新能源汽车维修工需求量
也越来越大。”杨洋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平度
市技师学院专门开设了“新能源汽车”方向专

业，近几年人气很旺，很多新能源汽车龙头企
业也会跟校方联合定向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这次参赛也是希望可以以赛促教、以赛促研，
与全市顶尖高手‘过过招’，也把创新的专业知
识带回课堂。”杨洋说道。

与新能源汽车一样，低空经济作为全球争
相竞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也是炙手可
热。当下，无人机作为低空经济中的重要产业
之一，已经广泛应用于森林防火、全防巡检、农
业植保、物流运输、测绘勘察等多领域。

早在第十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期间，青岛就
开始引导相关技能人才的培养，并首次设置

“无人机驾驶员”赛项，考验参赛选手在植保等
领域的无人机操作水平。

今年大赛延续了无人机赛项设置，并将考
察内容从“驾驶”升级为“装调检修”。“今年更
注重选手对无人机零部件选型、整机装配、系
统调试、性能测试及故障检修等技能的综合运
用能力，换句话说，今年要求参赛选手既得做
工匠，也要当‘医生’。”本届职业技能大赛无人
机装调检修赛项裁判组成员、即墨区高级技工
学校教师傅辉表示，这种变化也是在适应愈发
丰富的全市无人机产业业态。

当然，
不止新能源汽
车、无人机，青岛
市职业技能大赛一直
瞄准新兴产业前沿，如在
第十届职业技能大赛上开设
电子商务赛项；第十三届大赛上，
将 3D 打印首次纳入市级一级赛事；
第十四届大赛设置快递员、二手车鉴定
等新职业赛项；第十六届大赛上，设置工业
互联网技能大赛，并邀请胶东五市经济圈
组队参赛……

“通过职业技能大赛的舞台，我们不仅要
支持传统优势产业技能人才精益求精，更应该
起到一种产业导向和引领作用，鼓励未来发展
前景广的新产业、新工种登台亮技，并以此加
快新兴产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标准制定提
升。”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
建设处处长盖磊表示。

瞄准新赛道：助力新兴产业发展

职业技能大赛：一个持续34年的工匠擂台
青岛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市职业技能大赛，从1990年开始已连续举办十七届，累计吸引

33万余名职工参加、带动岗位练兵310多万人次、选拔评价高技能人才超9万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任晓萌

瞄准产业前沿

青岛市职业技能大赛一直紧跟时代步伐，
挖掘时下最火热的新产业、新职业。如，在第十
届职业技能大赛上开设电子商务赛项；第十三
届大赛上，将3D打印首次纳入市级一级赛事；
第十四届大赛设置快递员、二手车鉴定等新职
业赛项；第十六届大赛上，设置工业互联网技能
大赛及“无人机驾驶员”赛项；在本届职业技能
大赛上，新能源汽车电控系统技术赛首次亮相

培育更多工匠

已连续举办十七届的职业技能大赛，累计
吸引33万人报名参赛，带动岗位练兵310多万
人次，选拔评价高技能人才超9万人

2023年，通过市赛等选拔出来的19名选
手，代表山东参加了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
16个项目的角逐，获得2银、1铜、16个优胜奖
的历史最好成绩，走向更高领奖台

青岛以工业立市，培育了工业制造“五朵金花”，是享誉全国的“制造业名城”。
为了给岛城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一个专属的舞台和秀场，从1990年开始，青岛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市职业技能大赛。大赛期

间，各行各业能工巧匠会聚一堂，展示“绝活”、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目前，全市职业技能大赛已连续举办十七届。
回顾过去的34年，从大赛设立初期对生产线上需求量很高的钳工、铣工等通用工种的技能比武，到工业4.0时代的智能制造、

数字职业创新竞技，再到服务美好生活的社会体育指导（健身）、婴幼儿发展引导、健康与社会照护等新职业赛道……这场堪称青岛
技能界“奥林匹克”的赛事，折射出青岛千行百业的发展与演进。

在一届又一届的职业技能比拼中，劳动者们的精湛技艺得以传承与创新，工匠精神的内核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中熠熠生
辉。十七届职业技能大赛，累计吸引33万人报名参赛，带动岗位练兵310多万人次，选拔评价高技能人才超9万人。

千工易寻，一技难求。在青岛，越来越多的工匠人才，从竞技擂台走向更广阔的职业舞台。

上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经济体
制改革和“四化”建设深入发展，全国上下开始
掀起“重视工人技能培养，把较高层次的技能
培训抓起来，把广大工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提高
技术技能上来”的热潮，包括建材、电业、机械、
海运、橡胶等行业系统都在自己领域内开展超
标争先竞赛活动。

以制造业立市、拥有大量产业工人的青
岛，更加迫切需要一批高水平专业技能人才为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是，青岛市委、市政
府决定依托政府行业部门和龙头企业，在全市
职工中开展全行业、群众性技术学习、技术练
兵、技术比武。

1990年，首届青岛市职业技能大赛应运而
生。随后，赛事内容不断丰富，大赛也逐渐成
为岛城产业工人们提高技能、展示自我的重要
舞台。依托该赛事，各行各业不断创新技艺、
提高技能水平，一大批技术能手涌现出来。

1996年技校毕业后就进入青岛港，在码头
做起重设备司机的王永发，时至今日还记得当
时大家踊跃参加技能比武的情形。“报名参加
各个岗位、不同工种的技能比拼，在当时一线
工人中很流行。”王永发回忆说，“大家一方面
是想借这样的平台，展示自己的技能水平，另
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技能比武，与高手‘过招’。”

基于提高各行各业职工技能标准和水平
的办赛初衷，大赛设立之初就带有浓厚的青岛
产业特色。“最开始几届大赛的赛项设置，除了
钳工、铣工这些当时产业线上需求量很高的通
用工种外，就已经根据青岛重点行业和龙头企
业特色，开设专项赛区。”青岛市职业技能竞赛

专家库成员周克斌表示。
王永发所处的港口运输行业，一直是职业

技能大赛的重要赛区，每年都会设置多个比
拼赛项，尤其是常规装卸机械司机项目，练就
一众“高手”。“一直以来，常规装卸设备司机
项目比赛内容都差不多，基本都是集装箱的
固定位置码放、精准高度‘打桩’等。”王永发
回忆着当年的比赛项目，“但要想在更快、更
稳、更准上取胜，日常勤加练习外也需要动脑
子、创新技术要点。”王永发表示，依托职业技
能大赛这样的同台比武，大家的专业技能也在
不断精进。

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大赛也并非一成不
变。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对一线工人技
能要求不断提高、岗位工种也出现迭代更新，
职业技能大赛的赛项设置和技术考点也在传
承中不断革新。

今年举办的第十七届职业技能大赛，该赛
项更是被重新定义。集装箱桥吊远程操控技
术取代常规装卸机械司机项目，正式被纳入青
岛市职业技能大赛的一级赛项。已经成为青
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操作部副
经理的王永发，担任此次技能大赛集装箱桥吊
远程操控技术赛项裁判长。

他告诉记者，不同于以往依赖“体感”作业
的常规司机比赛，赛场直接从“前台”港口的门
机驾驶室搬到“后台”几百米外的室内操控
台。比赛选手根据自动化码头系统提供的各
种点位、测距等数据信息和经年累月训练出来
的绝对“手感”，在几百米外的操作台前，远程
操控码头桥吊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产业工人：提高技能展示自我的舞台

从常规港口装卸机械司机到集装箱桥吊
远程操控技术，这种赛项设置的转变，是 34年
来青岛市职业技能大赛不断演变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青岛市职业技能大赛，早已不单
纯局限于产业工人的“手上巧活儿”，越来越成
为复合型、高素质的新时代技能人才创新竞技
的舞台。

2018年开赛的第十五届青岛市职业技能大
赛上，工业机器人赛项首次“亮相”。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青特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处技术主
管王京京，就是从参加此次赛事开始崭露头角。

时隔多年，王京京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比
赛内容，“当时的考题要求选手在既定时间内，
为一台空白设备进行PLC编程、设定机器人程
序，最终完成包括自动涂胶、搬运、码垛等在内
的多个场景应用功能。”王京京表示，相较于传
统制造业生产机械操作，工业机器人对选手包
括数字技能在内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

而早在工业机器人被纳入市级一类赛项
之前，青岛市职业技能大赛就已经围绕先进制
造业，在 2008年第十届大赛时推出数控车工、
加工中心，在2016年第十四届大赛时推出机电
一体化等多款特色专业赛项。

从数控设备操作到机电一体化再到工业
机器人，职业技能大赛的赛项开发与设置始终
伴随着现代工业的演进步伐，也见证了青岛制
造向青岛智造的转变。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中车青岛四方机车
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师郭锐最早从第八
届青岛市职业技能大赛开始报名参赛。他先

后参加了 5 届大赛，4 次斩获钳工工种比赛第
一名。“以前大赛的实操比赛考察的只有基本
技能，包括锉削、尺寸关系匹配等基本手工操
作，但现在新增了技能二考察。相较基础通用
技能，技能二会涉及电气控制、转速、机械调整
等新技术点，要求选手具备更强的逻辑思维和
判断力。”谈及这些年来职业技能大赛比赛内
容的变化，郭锐认为，这也是伴随着智能制造
时代发展，越来越普遍的数字化产线对技能工
人提出的新要求。

这种变化与适应，一直在继续。今年的工
业机器人赛项相较前两届，又新增了包括动态
捕捉、机器视觉、虚实融合等在内的多个新技
术考点。“这也是不断适应数字化技术更新、系
统功能升级，而有针对性地对技能人才要求进
行了新调整。”王京京表示。

职业技能大赛考题难度升级，带来的是岛
城技能人才的竞技水平大幅提升。对此，青岛
市人力资源发展研究与促进中心竞赛专班黄
继威感触颇深，“尤其是近 5届赛事，赛项越来
越强调技术技能融合发展，要求参赛选手对新
技能尤其是数字技能掌握程度越来越高。”黄
继威表示，这表现在选手的学历水平越来越
高，年龄层次也愈发年轻化，“尤其是一些新技
术赛道，90后、00后‘新生力量’表现亮眼。”

实力不断攀升的青岛市赛选手，也正在
走向更高领奖台。去年，通过市赛等选拔出来
的19名选手，代表山东参加了全国第二届职业
技能大赛 16 个项目的角逐，获得 2 银、1 铜、16
个优胜奖的历史最好成绩。

考题变化：见证青岛制造向智造转变

如果说在职业技能大赛工业赛场上，看到
的是一座城市的产业变迁；那么现代服务业赛
场不断增加的新赛项，则直观反映着当下社会
生活的新需求。

近年来，包括婴幼儿发展引导员、社会体
育指导（健身）在内，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被纳入
青岛市职业技能大赛。“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出现越
来越多的新职业，这些社会服务类新职业被纳
入市级职业技能大赛，一方面展现了生活新潮
流，反映着人们生活美学需求的提升；另一方
面也体现了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

发展不断走向多元化、专业化。”青岛市人力资
源研究发展与促进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龙表
示，赛项设置的扩容更新，对于新职业从业人
员的社会认同感、促进就业创业意义深远。

技能型人才竞技水平不断攀升，也让其在
用工市场愈发走俏，成了企业竞相追逐的“香
饽饽”。在今年的健康与社会照护项目赛事现
场，青岛臻爱致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李沧康复
医疗中心负责人张丽平早早前来“蹲守”。“希
望能借助大赛的平台，找到更多优秀的行业人
才。”张丽平说，自己所在的康复医疗中心每年
都需要数十名康复专业人才，企业也先后与青

岛市技师学院等多家院校建立了校企合作，但
自己更喜欢从赛场“挖人”，“大赛就像‘浪里淘
沙’，经过全方位历练后，选手的综合素质高、
专业技能强，到岗后很快就能成为业务骨干。”

职业技能大赛不仅仅是一场竞技，它更像
是一扇打开的窗户，为技能人才展示了一条通
往梦想的清晰路径。“我们希望通过大赛，真正
提高选手的社会地位、经济待遇以及发展空
间，让更多的人了解技能的价值、看到技能成
才的前景，让技能人才有更可得可感的职业荣
誉感。”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
视员黄同华表示。

新职业涌现：满足美好生活新期待

■选手参加
工业机器人系统
外围设备装调维
护比赛。

张 鹰 摄

■青岛市第十七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
操作调整工赛项比拼现场。 张 鹰 摄

■今年青岛市职业技能大赛首次将社会体育指导（健身）纳入比赛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