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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工数字化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决赛中，福建队总成绩名列全国榜首

数字工匠，助推数字福建提速增效

6月7日至9日，全国职工数字化应用技术技能
大赛决赛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是全国
总工会首次举办数字经济领域技能大赛。

大赛设置焊接设备操作工——机器人、建筑信
息模型（BIM）技术员、无人机操作员3个工种，来自
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
队的 264 名选手参加决赛。福建选手陈照春、王小
颖、陈尉分获焊接设备操作工——机器人、建筑信息
模型（BIM）技术员、无人机操作员工种的个人第一
名，福建代表队荣获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员工
种和无人机操作员工种的团体第一及团体总分第一
名，比赛总成绩名列全国榜首。

骄人成绩的背后，是我省培养数字工匠、推动数
字福建建设的持续努力。

在全国职工数字化应
用技术技能大赛决赛现场，
装水、起飞、运水、倒水，多
人多机协同精准运输是无
人机操作员比赛中最具挑
战的环节。这个工种比赛
各队 4名队员全部上场，3
名选手各操纵 1台无人机，
3 台机器下合吊着一只小
瓶子，对面的 1名选手负责
装水，到达点位后，3 人要
指挥无人机将水又快又准
倒光。在规定时间内，装水

最多的队伍获胜。如果有
一台无人机没操纵好，都会
影响飞行速度和倒水速度，
这不仅比拼选手对无人机
的操控能力，更是对队友间
默契程度的大考验。在激
烈的比拼中，福建代表队选
手包揽了个人项目前四名
和团体第一名。

冠军是来自漳州的30岁
电力人陈尉。“我们平常练的
比的都不比全国赛简单，福建
队一直以来都有比较明显的

优势。”陈尉说，他在省赛成绩
是二等奖，大赛让他们更有职
业自信，更有自豪感。

为破解高质量、高素质
劳动力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我省各级工会立足数字经济
发展实际，实施“数字工匠赋
能提升行动”，组织开展丰富
多彩的竞赛活动，促进“数字
经济”与“匠人匠心”融合发
展，把竞赛活动与技能评定、
晋级晋升结合起来，积极通
过竞赛选树一批数字工匠，

带动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推动我省高素质数字工
匠人才队伍建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我省相关部门将以此次全
国大赛为契机，进一步激活
完善产业工人的学习教育
体系和技能竞赛体系，加强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扩大
技能技术人才队伍规模，为
推动数字技术更好赋能实
体经济、推动数字福建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有了机器人，不仅能
将四五个小时的人工焊接
作业缩短到二三十分钟，在
焊接质量更高的同时，还能
解决人工力气不足、易受粉
尘污染等问题。此次大赛
让更多人看到焊接产业转
型的必要，也对我提出了新
课题。作为科研人员，要在
自动化应用上取得突破，就
必须通过培训等方式，不断
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来
自福州的选手陈照春说。

经过 20 多年发展，数
字福建建设在福州市 6 区

已形成各具特色的数字产
业发展格局——鼓楼区依
托福州软件园，全力培育和
发展5G产业、软件产业；台
江区重点培育互联网零售
与区块链产业发展，通过扩
大新型零售业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仓山区数字经济发
展以智能产业为主攻方向，
构建人工智能、北斗应用等
5大产业生态链条；晋安区
重点发展光电产业，通过提
升数字资源平台服务能力，
加快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引
领的现代产业体系；马尾区

大力发展物联网产业、工业
互联网，全力打造国家级
物联网产业园区；长乐区
依托中国东南大数据产业
园，重点发展区块链、大
数据、健康医疗等产业。
福州市数字经济规模从
2018 年的 2800 亿元增长
到 2022 年的超 6100 亿元，
占 GDP 比重从 36%提高
到超 50%，规模和增速均居
全省第一。

发展数字经济，人才
培 养 是 关 键 。 2020 年 6
月，福州市总工会与福州

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创办的
“福州工匠学院”正式揭
牌，这是我省首个工匠学
院。学院以弘扬“工匠精
神”为主旨，充分发挥工会
和院校双方资源优势，探
索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的
新时代工匠培养新模式，
共同致力于提升职工学
历、孵化拔尖技能型人才、
提升产业工人技术技能，
推进福州市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为行业技术进
步和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人
才储备和技术支撑。

“能拿第一名，要感谢
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
备赛条件，特别是为我们配
备了非常有实力的指导老
师 。”获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BIM）技术员工种冠军的
中建海峡职工、“90 后”姑
娘王小颖说，她要感谢的指
导老师是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杨昆。

杨昆曾在全省BIM竞
赛中获得第一名，是中建海
峡“杨昆劳模创新工作室”负
责人。此次决赛，杨昆担任
BIM场地经理，负责赛场搭
建，亲眼看到弟子们在场上
的精彩表现。杨昆介绍，近
几年中建海峡新进员工
100%要接受 BIM 技术培
训。如此好的学习氛围，为

中建海峡输送的选手在此次
决赛BIM技术员个人项目中
拿到冠军提供了强大支撑。

2022 年，我省数字经
济规模达 2.6万亿元，位居
全国第七。去年 1月，为加
速推动数字经济领域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福建省总工
会在全国率先启动首届数
字工匠技能大赛。大赛紧

贴“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两大主攻方向，创新推
出“五级竞赛层次+五大竞
赛拓展+五项保障措施”的
数字经济竞赛模式，坚持以
赛赋能、以赛育人、以赛促
赛。通过竞赛，我省选树了
一批数字工匠，激励更多数
字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更好
推动新时代数字福建建设。

服务数字经济：首创数字工匠技能大赛

发展数字经济：首设“工匠学院”

做强数字福建：加强数字工匠队伍建设

近 年 来 ，随 着 大 数
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新技术广泛应用，数字经
济快速发展，我省越来越
多的劳动者用数字技术
为经济发展赋能。这些
劳动者有一个新的名字
——数字工匠。

随着数字经济进一
步发展，新的科技应用迅
速深化和扩大，高质量、
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结
构 性 矛 盾 将 会 更 加 突
出。数字福建呼唤更多
数字工匠。

多年来，我省主要通
过对数字经济领域中从业
职工进行专业教育、学历
提升、技能提升、创新激励
等，引导职工成为专业基

础更加扎实、劳动技能更
加娴熟、创新创造创业能
力更强的数字经济领域优
秀从业者。福州工匠学院
的成立，为加快培养更大规
模、更高质量的数字工匠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
省首创的数字工匠技能大
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引
导广大产业工人立足岗位、
勇于创新，通过竞赛选树一
批批数字工匠。

可以相信，多管齐下
的有力举措，必将大力推
动我省高素质数字工匠
人才队伍建设，为我省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
字福建建设提供更多的
高 技 能 人 才 和 大 国 工
匠。 （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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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选手在焊接设备操作工——

机器人项目的比赛中 （新华社/图）

我省“焊接设备操作工——机器人”参赛选手在认真钻研技术（福建日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