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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下，南海区首次举办数字赛项 100%

占比的职业技能系列竞赛——

12 月 6 日，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的铃声响起，一场“考试”鸣锣开

赛。但这里的考生并不是在伏案答题，而是敲击键盘，直播带货，

控制机器人……用数字技能给出考核答案。

“数字南海 工匠摇篮”系列赛事启动仪式。

一句“E 技闯未来，南海等你来！”的 slogan，让此刻赛场上的青

年相信：掌握数字技能，更可大显身手；



一所产业学院的成立，为数字行业乃至整座城市的人才培育模式带

来全新改变；

一个“崇尚实业、尊重工匠”的城市标签，让各地人才看见：工匠

与城市相互成就、相互融合，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故事，是南海

可预期的未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创新实践，奋进未来。“数字南海 工匠摇篮”系列赛

事，正成为链接南海数字产业技能人才与数字经济的“焊点”，为

“数字南海”新浪潮培育新动能、激发新活力、注入新力量。

响亮“slogan”背后的用心

数字经济，不仅是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更是产业结

构升级优化的引擎。

“E 技闯未来，南海等你来！”一句朗朗上口的 slogan 让人看到南

海引育数字工匠、发展数字经济的用心。区长王勇和副区长孔小燕

对“E 技”这样解读：是互联网 IE、高科技；是无限不循环小数，是

独一无二；是技师（engineer），也是能量（energy）。

“先声夺人”是南海用心的开始。



“女生开叉车，这波操作 666！”在南海区职业学校及企业职工智

慧物流作业技能竞赛现场，选手按照程序设定路线操作叉车堆放货

物，引来众人关注。

南海区职业学校及企业职工智慧物流作业技能竞赛，参赛选手在比拼物流技能。

“智慧物流，考数字化的应用，也考传统叉车的操作技能，希望能

发现和挖掘出既能推动传统工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又善于融合

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产业升级的‘Z 时代数字工匠’。”学校负责人表

示。

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 50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 40%，

数字人才缺口达到 2500 万到 3000 万。作为制造业大区，南海产业



基础雄厚，为数字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的实体支撑。同时，南海的

传统产业也急需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寻求发展新空间。

机遇与挑战并存，智造强区南海如何破解“数字工匠”供给侧短板？

系列赛事的举办提供了现实路径。

系列赛事历时半年，分设“未来工匠启航赛”“Z 时代工匠领航赛”

“产教融合创意成果转化赛”“数字经济创新创业赛”四大项目，

聚焦“数字经济”，贴近南海产业实际。35 场赛事，既有 PLC 控制

系统运维等传统项目，也有直播短视频技能竞赛等新兴项目，赛事

设置与评判标准与数字经济发展缺口人才、产业转型升级息息相关。

如“未来工匠启航赛”面向区内高校、中职院校学生，开展无人机、

工业机器人、智能汽车、数控应用、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方面数字技

能竞赛；“Z 时代工匠领航赛”，面向各类劳动者和在校学生，在培

育数字经济工匠、推广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壮大数字特色产业等赛

道组织技能竞赛；“产教融合创意成果转化赛”面向各类劳动者和

在校学生，通过企业出题、院校揭榜的方式，促进企业创新项目与

院校创新方向有效衔接；“数字经济创新创业赛”面向数字经济应

用方面有创业创新的高等院校学生、相关企业、科研院校从业人员，

举办“千灯湖投融汇”数字经济专场活动，为南海优质企业、团队

对接“金融活水”。



南海区职业学校及企业职工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技能竞赛现场，参赛选手正

在对机器人进行调试。

孔小燕表示，系列赛事注重“以赛带训”，强调带动劳动者以赛促

学、以赛促训、以赛提技，充分激发竞赛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倍增

效应。希望通过系列赛事，让“以赛带训”人才引育理念更好落地，

将竞赛中产生的先进理念、技术标准、评价标准应用到生产实践，

促进更多劳动者在数字经济领域成才和创新创业，加快发展南海数

字经济。

为了激励信心，现场，王勇以六点心得勉励众人，即：同时认清天

降大任和时不我待，始终都有使命担当；同时认清出人头地和从头

再来，始终都有机遇梦想；同时认清企业出题和学校阅卷，始终都

有领域开创；同时认清一鸣惊人和勤学苦练，始终都有学海无疆；



同时认清老板打工和员工拍板，始终都有市场开放；同时认清独立

王国和汪洋大海，始终都有协同共享。

产业学院背后的创新

“普通专科、普通专业、普通工资，我的同事在 2013 年的时候再普

通不过了，但经过产业学院的系统培训，不到十年，他便实现年度

销售业绩 2300 万元，综合年收入 45 万元。同学们，他比你们的起

点高在哪里？”揭牌仪式上，广东汇博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秦磊博士分享了同事林泽彬的励志故事。

这不仅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榜样故事，背后更折射了产业学院为技

能型人才提供一体化职业培训的路径。

秦磊介绍，南信汇博机器人产业学院按照“宽氛围、重结果、强运

营”的工作思路，贯通中职到博士后，打造从基层技能岗位到核心

技术人员的全方位课程体系，为技能型人才提供职业生涯长期托管

等服务，增强企业落户南海、留在南海长期发展的信心。



南信汇博机器人产业学院。

高技能人才结构性短缺是智能制造发展的短板，一直以来，南海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培育，通过大力推动产教融合发展等举

措解决人才供给侧难题。

2021 年，“南海区产教联盟”成立，共培育出佛山市睿奥特模具科

技有限公司等 28 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今年 4 月，成立区产教融合发

展促进中心；5 月，佛山首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南海区“两高四

新”产教联合体成立；10 月，佛山“两高四新”产教联合体成功上

榜首批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单，全国仅 28 个、全省仅 2 个，广

东汇博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也牵头组建了全国“机器人+”国际化产

教融合共同体……



区别于其他产业学院，南信汇博机器人产业学院的最大特点便是始

终贴合南海产业实际需求。产业学院依托南海区产教资源，面向智

能制造领域，聚焦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突出产业导向和应用导向，打造融人才培养、师资提

升、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技能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示

范性人才培养实体。

南信汇博机器人产业学院的成立，不仅破解学校专业与区域产业不

匹配的难题，也创新了“多元共建、立体培养”产教融合机制体制，

这是智能制造行业领军企业与区域职业教育、区域产业发展的一场

“相向奔赴”，也是南海推动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有

机衔接、融合发展的又一缩影。透过这个学院，人们看到了南海大

力培育数字工匠的决心和行动。

弄潮新时代，数字领未来。王勇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树立以

企业为核心的科技研发和创新理念，明确企业出题、市场答卷、学

生考试、学校阅卷的导向。同时要秉承协同共赢的原则，通过党委

的正确领导、政府的多方协调、企业发挥主力作用以及社会各界的

协同，积极培育“数字经济工匠”成长成才的沃土，支撑现代化活

力新南海建设开创新辉煌。

城市标签背后的决心



“数字经济已无处不在，工匠培育是致胜之道。”在王勇看来，制

造业是南海过去、现在，也是未来所系，“崇尚实业、尊重工匠”

是南海应有的标签。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要拼经济，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这

也意味着，南海比以往任何时刻更迫切需要一批工匠型尤其是数字

工匠的技能人才。

早在 2011 年，南海就将汇聚人才第一资源作为立区之本、重中之重，

确立了“人才立区”战略，并实施六大重点工程，其中的“十万雄

兵工程”，首次将技能人才拉入舞台中心；

2022 年，《南海区产业新工匠培育计划（2022—2026 年）》明确，

在机关事业单位招考中，职业院校与高等院校毕业生享同等待遇；

而在今年 7 月 19 日发布的《南海区百万技工引育计划》，更是提出，

到 2027 年底，技工人才要增至百万，以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激励

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023 年南海优秀大城工匠工作室的单位代表上台领奖。

凡事要成，贵在坚持。一个个政策不断升级加码，透露出南海精雕

细琢写好技能人才队伍培育文章的决心。

坚定决心意志，埋头苦干实干。近年南海以城市之名，持续优化人

才服务，为技能人才提供开放、包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和干事创业

的宽广平台。

譬如从构筑一站式人才综合服务平台，到打造人才服务驿站、创新

推出人才客户经理制度，解决好人才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难题，

针对高技能人才的服务越来越便捷、周到。



又如近三年，人社部门发放的技能人才奖补、培训经费超 4000 万元，

惠及技能人才超 4 万人次，其中用于开展高级工以下的技能培训经

费超 2400 万元，惠及约 1.8 万人次。

如今的南海，聪明才智在这里充分涌流，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各类技能人才逐梦于此。下一步应如何强化育匠工作？不少参与者

在“数字南海 工匠摇篮”系列赛事中找到了答案。

“3、2、1！上链接！”参加南海区职业学校及企业职工直播带货达

人技能竞赛的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彭轩钰，首次从“带队

参赛老师”变成了“竞赛选手”，主动转变角色，更直观了解到市

场对直播专业的需求。

南海区职业学校及企业职工播带货达人技能竞赛现场，参赛选手比拼带货技能。



“以赛促学、以赛提技，通过参加比赛，我能更好地理解学生，更

精准地指导他们开展直播训练。”彭轩钰深有感悟。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目前，南海已构建一支总量超 60 万

人的产业人才队伍，包括硕士学历以上的高端研发人才约 2.5 万人，

技能人才约 29.7 万人，专业技术人才约 19 万人，为全区超 66 万家

市场主体、超 4 万家工业企业输送大量对口人才，用南海的育匠生

动实践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演绎。

记者侧记

五个小故事 感受无处不在的“数字经济”

当工人不知道：值守的机器正在编织男袜还是女袜？

当老板不认识：正在为自家产品带货的主播是谁？

当设计师不关心：自家研发新产品归属哪家企业？

当消费者不察觉：自己被谁跟踪画像、精准推送？

当投资者不过问：购买金融产品的钱用于哪里？

……

现场，南海区区长王勇用五个故事，带大家直观感受到已无处不在

的“数字经济”。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南海里水的一间制袜厂。制袜厂里，每个工人负

责 20 台机器的监看维护，机器则 24 小时不停歇运作。王勇问工人：

“你知道机器里生产的是男袜还是女袜吗？”工人回：“不知道。”

“因为数字经济，袜子的设计是研发控制的，生产指令很清晰，工

人们对机械自动化生产习以为常，所以不用考虑机器里面是男袜还

是女袜。”王勇解释。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用极

易复制和扩散的数据生产要素连接各个经济活动，显著降低了交易

成本，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新的数字平台正在重塑社会就

业结构，实现了分散生产和个性化需求的快捷对接。

王勇用几个小故事，带大家感受到了这种趋势。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千灯湖片区金融广场的工业设计公司内，王勇问

设计人员：“知道你们的产品是为哪家公司设计的吗？”年轻的设

计师坦然而自豪地说：“不知道”，王勇心生疑惑，设计师的解释

让他释怀，“我们有专业的社会机构去对接市场，我们不需要知道

客户是谁，只要知道客户的需求就行了”。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与电商企业老板的对话中。“双 11”刚过，王勇

问了电商企业负责人两个问题：“电商占销售的比例是多少？哪几

个主播是你培养的？”企业负责人回：“一半以上，主播我一个都



不认识。”王勇表示，这是个很好的现象，“企业把销售环节外包，

真正让电商行业成为制造业腾飞的重要抓手。”

第四个故事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作为消费者大家都用手机，有没

有发现，刷视频、头条新闻时，经常能刷到和自己有关联的信息？

你们知道自己的消费习惯、对品牌的偏好是谁来画像、谁来精准推

送吗？”王勇说，“你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这就是数字经济，

也是我们真正把大数据产业化的典型案例。”

第五个故事众所周知。到今年年底，广东金融高新区将实现第一个

万亿目标，存款余额达到 1 万亿，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各种投

资型的基金。“我就问一个问题，购买这些基金的投资人，知道你

的钱投去哪里了吗？”王勇说，“或许你也不关注，你关注的是谁

来管理这个基金，他管理的方式以及风险防控的机制是什么。”

“就算跟 5 年前相比，我们评价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截然不同，大家

能明显感受到数字经济已无处不在。”讲完 5 个小故事后，王勇强

调，未来，数字经济应该是如火如荼地深入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

“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区委区政府把百万技工引育的计划重

点放在数字工匠的初衷，因为这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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