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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
◎实习记者 洪敬谱

奋进者奋进者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迎霞）记者 1 月 26 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办公厅获悉，宁夏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着眼全区高技能

人才规模小等问题，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等方面推出 18

条举措。

在人才培养方面，《实施意见》鼓励生产制造类民营企业加大

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对培养成效突出的企业给予 20 万元奖励；

支持市、县（区）公共实训基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达到培训要

求的，给予 30 万元至 50 万元奖励；对开设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

且每年毕业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的技工院校，给予 20 万元至 50 万

元奖励。

在人才使用方面，《实施意见》鼓励职业院校招聘高技能人才

担任实习实训指导教师。

在人才评价方面，《实施意见》提出，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

的企业职工，可以直接评聘首席技师；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银铜牌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金牌（第一名）的企业职工，可以

直接评聘特级技师。

宁夏推出18条举措

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

科技日报讯 （刘侠 陈科 实习记者李诏宇）记者 1 月 26 日从四

川省成都市崇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崇州市发布了《崇州

市做强产业建圈强链人才支撑的十条措施》（以下简称“产业人才十

条”），旨在促进重点产业领域高层次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推动产业

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发展。

“产业人才十条”支持企业引进紧缺岗位人才、建立博士后平台，

鼓励产业人才提升学历技能，实施产业人才安居工程，优化产业人才

综合服务。

“产业人才十条”提出，对被认定为成都市博士后平台储备单位

的企业，给予 10万元建站补贴；对创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企业，按

国家级、省级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元、50 万元奖励；对经认定Ⅱ类人

才团队创办的企业，最高给予 300万元资助。

下一步，崇州市将推出覆盖领域更全、支持力度更大的政策，最

大限度激发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

四川成都崇州

发布“产业人才十条”

寒冬腊月，是老一辈农家人冬闲的时节，“新农人”赵文鑫却一

刻也闲不下来。一排排温室大棚里，刚收获完一季蔬菜，他又忙着

指导工人给甜瓜苗定植。

“80 后”赵文鑫已经与这片土地打了十几年交道。他笑称自己

这个“新农人”已经是“老把式”。2010 年，赵文鑫从国外大学毕业，

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一头扎进

了农业这片“蓝海”。

“在国外读书时，看到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我羡慕不

已。”创业之初，赵文鑫就锚定高标准、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化农业项

目，建起 3.5 万平方米的智能温室和 10 多个日光温室大棚。

如今，赵文鑫累计投资 10 多亿元，建成集“农业+科研+文旅+

教育”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园区，并辐射带动 2600 多户农户通过特

色种植走上致富路。

惠民是个农业大县，近年来大批在外青年返乡创业，为当地乡

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引来“源头活水”。

记者近日走访当地多名返乡创业青年发现，跟赵文鑫一样，他

们普遍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善用先进农业技术成为

这些“新农人”鲜明的标签。

2001 年出生的赵立广放弃城里的工作回到胡集镇，跟父亲一

起承包了 400 亩土地种植小麦和玉米，闲暇时帮周边村民测量土

地、操作农机、进行飞防作业，还会给他们科普农业技术。

在赵立广的影响下，他的妻子杨静也成为一名农业技术能手。

“我们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搞定几百亩农田。”

赵立广说。

注重品牌、熟悉市场也是返乡创业青年的优势。“我回来主要

做了两件事，一是扩大养殖规模，二是建立销售渠道。”赵洪鹏家中

一直从事蛋鸡养殖，但规模不大。他回乡后注册成立滨州正农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将 6 万只鸡的养殖规模扩大到 35 万只。

为拓展销路，赵洪鹏注册“德顺祥”品牌，通过电商、超市等渠

道实现自产自销。“有了品牌和渠道，鸡蛋价格可以自己做主了。

今年我还要再建一栋鸡舍，增加 10 万只蛋鸡。”

“知晓政策，也是青年人才区别于老一辈的明显特征。”惠民县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树光说，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

究政策，从扶持政策中汲取事业发展动力。

皂户李镇是北方重要的苗木交易集散地，当地掌握苗木嫁接技

术的人员数以千计。“但一直都是在镇周边找活儿干，主要集中在

六七月份，没有活儿就闲下来了。”2012 年，“90 后”王松回乡创业，

组织苗木工到全国各地开展嫁接技术服务，让三四百人长年有了

活儿干。

他还吃透政策，申请获批苗木嫁接培训和考试资质，让 1500 多

人实现持证上岗。如今，皂户李镇的苗木嫁接技术更加标准化，产

业发展更具竞争力。

据孙树光介绍，针对返乡创业青年的现实需求，惠民县加强政

策供给，专门出台回引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十条措施，比如“一对一”

做好创业政策解答、技能辅导、信息共享、跟踪培养，对一些好项目

优先保障用地，可发放最高 30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等，吸引青年人

才向农业扎根、往农村流动。

山东省惠民县：

返乡青年成“新农人”

1 月 26 日，记者来到位于安徽省合

肥市科学岛的合肥聚能电物理高技术开

发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合 肥 聚 能 电 公

司）。车间里，该公司制造中心副主任、

首席技师陈建林在与工作人员讨论施工

项目细节。

从业近 40年来，陈建林完成了全超导

托卡马克实验装置（EAST）、高能同步辐

射 光 源 、国 际 热 核 聚 变 反 应 堆 计 划

（ITER）等十余项国内外重大科学工程核

心部件及系统的总装调试工作。

1 月 13 日，2023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

物”入围人选公布，陈建林榜上有名。

要把握好每个细节

EAST 又被称为“人造太阳”。它是世

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

装置，也是世界上首个获得百秒级稳态高

约束模式等离子体的核聚变装置。

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重要部件——内

置式低温泵，由陈建林负责总装、调试。

内置式低温泵的环体在焊接前总装间隙

不得大于 0.05毫米。

“ 为 了 完 成 工 作 ，我 需 要 蹲 在 狭 窄

密 闭 的 内 真 空 室 ，靠 经 验 和 手 感 一 段

一 段 反 复 试 装 ，时 常 腿 麻 得 无 法 站

立。”陈建林回忆道，那段时间，他白天

带 着 团 队 在 现 场 做 实 验 ，晚 上 抓 紧 时

间查阅资料。

即便每天累得直不起腰，陈建林依旧

不敢懈怠。“我们所参与的都是大项目，每

道焊缝都关系着装置能否稳定运行。要

把握好每个细节，容不得半点马虎。”陈建

林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陈建林一次

性完成了总装。如今，内置式低温泵已经

在 EAST内稳定运行了十余年。

2021 年 ，EAST 面 临 新 一 轮 全 面 优

化升级。那时，陈建林吃住都在公司，

甚至连春节都跟 EAST 一起过。经过日

夜奋战，他带领团队成员完成了偏滤器

钨铜系统、水冷系统、2.45 吉赫（GHz）低

杂 波 系 统 等 关 键 系 统 及 部 件 的 总 装 和

调试工作。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ITER 是 目 前 全 球 规 模 最 大 、影 响

最深远的国际大科学工程之一，参与方

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

度等。

作为 ITER 大型超导磁体馈线系统

（FEEDER）总 装 负 责 人 ，陈 建 林 承 担 了

52KA 及 68KA 电流引线、CS 及 PFPF 内馈

线等的总装工作。

“作为 FEEDER 的核心部件之一，电

流引线需要满足高真空、高电压绝缘、低

热 负 荷 等 要 求 。 相 关 制 造 工 艺 极 为 复

杂。”陈建林说，“任务交给我们时，外方专

家认为我们不可能干得好。”

面对外方专家的质疑，陈建林选择用

结果说话。他与技术人员一起反复试验，

获取大量实验数据。之后，他们针对不同

部件制定出 11 份生产制造计划和生产加

工流程图。

在外方专家现场见证下，陈建林带队

负责总装的 52KA 电流引线原型件等顺利

通过严苛测试。

“在测试现场，外方专家对我们竖起

大拇指，说电流引线的所有性能参数都很

完美。”陈建林说。

让工匠精神代代相传

出生于 1966 年的陈建林已经在技工

岗位工作近 40年。他从普通钳工做起，后

成为钳工班班长、车间主任。

青年时期，陈建林曾在国防工业企业

当学徒。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严谨的工

作态度。“当学徒时，我看到老师傅们把每

件产品都当成艺术品，将细节做到极致。

我要让工匠精神代代相传。”他说，要在从

业初期就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会让年

轻人受用一生。

正因如此，陈建林非常注重培养青

年技能人才。“我要教他们一门手艺，还

要 让 他 们 端 正 工 作 态 度 ，学 会 团 队 协

作 。”陈 建 林 说 ，他 在 公 司 带 的 徒 弟 最

多。他们中有的当上钳工班班长，有的

成了车间主任，还有的已经成为独当一

面的总装“大咖”。

谈及未来规划，陈建林说：“接下来，

我会把更多时间放在年轻人才培养上，尽

可能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陈建林：一颗匠心向“太阳”

“基本每个月都会对方案进行迭代。只有不断打磨，

才能使微型光谱仪日臻完善。”1 月 8 日，手握 2023 达摩院

青橙奖奖杯的浙江大学研究员杨宗银在谈到微型光谱仪

研究进展时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2019 年，杨宗银联合国内外科研人员，用半导体纳米

材料研制出彼时世界上最小的光谱仪，其体积是当时市

面上小型光谱仪的千分之一。

此后，杨宗银带领团队研发出体积更小的、性能更强

劲的光谱仪。它可以被应用在手机、手表等设备中。截

至目前，他已经在《科学》《自然·通讯》《科学·进展》等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 40篇。

“找准方向，然后坚持做下去。不要怕‘硬骨头’，解

决科研难题才是最锻炼人的。”杨宗银说。

用自制装置造“彩虹”

小时候，杨宗银喜欢自己搞点小发明，经常把家里的

小电器拆掉，用零件制作玩具。

“家里的电器坏了，非专业出身的父亲会自己修理。

受他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摆弄各种电器零件。”杨宗银回

忆道。

成功用电机做出小车、小船后，杨宗银还无师自通

用二极管搭出整流桥，用三极管和光敏电阻做出光控

闹钟。几次发明小试，使他愈发对电子科学着迷。

高考后，杨宗银进入浙江大学。入学之初，他从应用

生物专业转到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此后，他热衷于

参加机器人、机械电子设计等领域的竞赛，获得全国大学

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等奖项。

不过，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杨宗银将在机械工程领域

大展拳脚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从机

械专业转到光电专业。

让杨宗银萌生“跨界”念头的，是浙江大学光电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童利民。经学长推荐，杨宗银结识了童

利民。与他畅聊一番后，杨宗银决定读研并改变赛道。

读研之初，杨宗银有时帮师兄准备纳米材料。等操

作熟练后，他萌生了对纳米材料进行改造的想法。“德

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首尾相接而后发现苯环。

某天我突然想到，能否将纳米线首尾相接。”他回忆道。

有想法但没现成的实验设备，怎么办？那就自己造

一套。

2011年，用自己造的实验装置，杨宗银与学长谷付星在

世界上首次报道了生长带隙渐变纳米线的方法，解决了传

统半导体中光电材料无法覆盖整个光谱范围的难题。在荧

光显微镜下，用此方法得到的纳米线就像一道彩虹。

基于这种纳米线，杨宗银和其他科研人员研制出当

时全球最宽光谱可调谐激光器。

为一个目标尝试150次

读博期间，杨宗银一边完成导师交给自己的任务，一

边朝下一个目标前进：研制微型光谱仪。

通过测量物质光谱，光谱仪可以分析物体的化学成

分，常被用于检测空气质量、作物生长情况和人体健康状

况等。不过，虽已问世百余年，光谱仪体积依旧较大，小

尺寸和高性能无法兼具。

研制微型光谱仪的那段时间，杨宗银每天都是实验

楼最晚走的那个人。可即便如此努力，他依旧对实验结

果不满意。

“我做了大概 150 个光谱仪，但都不理想。当时临近

博士毕业，论文压力非常大。我质疑过自己，这样坚持是

否值得。”杨宗银回忆道，那时早上去实验室时自己打满

了“鸡血”，相信今天一定能有收获；晚上就像泄了气的皮

球，灰溜溜地回去，接着反思问题所在。

打开杨宗银那时的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实验优

化细节。“我刚开始做实验时，非常有新鲜感。不过，失败

次数多了，自己感到很无力。”杨宗银说，为了给自己打

气，他常在实验笔记中写几句勉励的话。

“某次我和晨跑‘搭子’聊起自己的研究困境，对方指

出了可能存在的问题。”杨宗银说，这位晨跑“搭子”帮他

写了新算法，研制工作开始走出泥潭。

2018 年 8 月，在博士毕业前几个月，杨宗银终于研

制 出 当 时 世 界 上 最 小 的 光 谱 仪 。 它 的 尺 寸 仅 几 十 微

米。相关论文于 2019 年 7 月被《科学》杂志接收。

研制成功的那一刻，杨宗银百感交集，在实验室静坐

了很久。“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说。

引导学生找到研究方向

2020 年 ，获 得 博 士 学 位 后 ，杨 宗 银 选 择 入 职 浙 江

大学。

近年来，杨宗银专注于优化、迭代微型光谱仪，提

升了设备分辨率与灵敏度，使其制备成本降至几十元

以内。

“目前，我带领团队成员和企业展开合作，进行产品

研发工作。不过，微型光谱仪在消费端的应用尚未成

熟。”杨宗银说，应用的难点在于挖掘消费需求。很多新

技术看起来酷炫，但可能很难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因此，

他认为可以在大健康领域寻求突破，将微型光谱仪应用

于血糖测量。

“微型光谱仪可以捕捉葡萄糖光学信号，帮助糖尿病

患者免去每天扎手指测血糖的痛苦。”杨宗银认为，这是

微型光谱仪走向应用的重要场景之一。

前不久，因获得 2023达摩院青橙奖，杨宗银发明微型

光谱仪的经历一度登上互联网问答平台知乎的话题热搜

榜榜首。

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杨宗银适时回应，讲述了个人

研究经历、微型光谱仪的研究缘起和对该领域未来发展

的理解。

杨宗银说，适当回应公众关切后，科研人员就要把时

间和精力放在解决难题上，让自己从事的工作对社会有

贡献。

科研之余，杨宗银将大部分时间用在科研人才培养

上。作为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他非常注重培养学生文

献查找和管理能力，引导学生找到研究方向，鼓励他们啃

“硬骨头”。

“找对一个方向的前提，是对研究领域有清晰的认

知。想科学全面地查找和管理文献，就要了解某个领域

的发展脉络以及尚难解决的问题。”杨宗银说，找准一个

问题后，就要试着解决它。这段经历会是人生中一笔重

要的财富。

杨宗银：让光谱仪兼具小尺寸与高性能

陈建林在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内真空室工作。
合肥聚能电物理高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供图

杨宗银在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