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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者奋进者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车慧卿

中国正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最

快的国家之一。人工智能数字人 24 小

时直播带货，远程大数据寻医问诊，数

字博物馆引人入胜……数字化技术已

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

截至 2022 年末，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 已 达 到 50.2 万 亿 元 ，占 GDP 比 重

41.5%。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模式、新

业态背后，靠的是人才支撑。

4 月 17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等九部门发布《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行 动 方 案（2024—2026

年）》（以下简称《方案》），旨在发挥数字

人才支撑数字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为高

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方案》明确，用 3 年左右的时间，

扎实开展数字人才育、引、留、用等专项

行动，提升数字人才自主创新能力，激

发数字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部署六大重点项目

如何增加数字人才有效供给，形成

集聚效应？

《方案》部署了数字技术工程师培

育项目、数字技能提升行动等 6 个重点

项目。这些项目将从产业、企业、高校

等层面入手，规划未来数字人才的“成

长地图”和培育体系，持续优化人才要

素结构和发展环境，夯实数字经济“加

速跑”的人才“底座”。

近年来，数字人才数量不足、人才

素质与产业相关岗位需求不匹配、关键

核心领域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日益凸

显。据测算，我国数字人才缺口在 2500

万至 3000 万，而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

增长。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新春开工

首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人才需求激

增，新发布职位数量同比增长 612.5%。

在不少招聘平台，图像算法工程师和架

构师薪资排名领先，数字人才成为职场

“香饽饽”。

要让机器人“听得懂”“干得对”，离

不开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自动化生产

线布局建设，必须靠智能制造工程技术

人员；把庞大厂矿变成“虚拟工厂”，需

要数字孪生工程师……

基于此，《方案》将数字技术工程

师培育放在 6 个重点项目首位，提出

重点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

造、数据安全等数字领域新职业，制

定颁布国家职业标准，构建科学规范

培训体系，开辟数字人才自主培养新

赛道。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计划，每年将培养培训数字技术技能

人员 8 万人左右。

构建多层次培养体系

培养数字人才，教育要唱重头戏。

数字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是构建符合

行业特质的人才培养体系。

近年来，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

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材料智

能技术、智能视觉工程等一批新专业已

成为高校的新选择，不仅学生青睐，就

业市场也普遍看好。

《方案》提出，将加强高等院校数

字领域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加大交叉

学科人才培养力度，充分发挥职业院

校作用，推进职业教育专业升级和数

字化改造。

相关专家认为，数字人才分工越

来越细，需要国家出台专门人才计划，

通过提升教育培养质量，夯实数字人

才供给基础。应强化相关应用专业和

学科体系建设，完善数字人才与创新

基地规划布局，尽快形成校企合作的

可持续培养机制，推动数字人才队伍

不断壮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

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李佐军建议，

应 构 建 多 层 次 数 字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

要前瞻性谋划数字人才培养，建设一

批 未 来 技 术 学 院 和 现 代 产 业 学 院 。

加强数字领域新工科、新文科建设，培

育复合型数字人才。鼓励数字领军企

业 与 高 校 联 合 打 造“ 校 中 厂 ”“ 厂 中

校”等，探索“教学+实训+路演”人才

培养模式。

人才缺口在 2500万至 3000万

中国数字人才培育行动方案出炉

人才方略人才方略
◎本报记者 华 凌

春播季，工作人员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应用。
新华社记者 王松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华凌）记者 4 月 28 日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北京市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近日面向社会接受报名。这是北京职业技能领

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赛事。

据了解，本届大赛以“匠心育英才、筑梦新时代”为主题，共设三大赛道、140

个竞赛项目。5月起，各竞赛项目将陆续开展初赛、复赛和决赛。

凡 16 周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以内，在北京市学习或工作满 1 年以上的，均

可报名参赛。其中，世赛项目参赛选手要求年龄在 22 周岁以内（机电一体化项

目在 25周岁以内）。参加国赛项目选手应为相关职业从业人员。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吴晓军介绍，本届大赛有三大亮点：一

是“赛展演会”结合，年底综合性活动面向社会开放，届时观众可现场沉浸式体验

技能的魅力；二是鼓励社会力量踊跃参与，强化大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融合的平台作用；三是设置京津冀邀请赛，邀请天津、河北两地技工院

校师生来京，同台竞技、切磋技艺、共同成长。

北京规格最高职业技能大赛

面向社会接受报名

在距地面约 77米的吹风洞里，同事递给王伟一颗

类似象牙的东西。他仔细打量：这莫不是十几载寻而

不得的宝贝？“天呐，它不是步氏巨猿的牙齿吗？”王伟

脱口而出。

这一幕常在这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脑中闪现。

从这颗步氏巨猿牙齿化石开始，王伟和同事们

陆续挖出许多化石，为探索早期人类起源打开了一

扇窗。相关研究成果于今年 1 月刊发在《自然》杂志

上。

王伟主要从事东亚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现代人

起源与扩散、中国南方第四纪大型哺乳动物演化与绝

灭的研究。

王伟的研究领域有些“冷门”，他的发现多被冠

以“填补空白”。比如，他在《细胞》杂志上刊发的

研究成果，填补了两地接壤区域人类古基因组研究

的空白。

“人类起源的故事并不完整。”王伟对科技日报

记 者 说 ，“ 古 书 上 没 有 的 记 载 ，需 要 我 们 去 补 全 。

用支离破碎的线索‘拼’出人类历史，这让人十分

着迷。”

解开地球上最大猿类
灭绝之谜

采访王伟并不容易，因为他一年中有 1/3 的时间

都在野外。4 月初，在会议间隙，记者才见到王伟，听

他聊起最近引起学界轰动的步氏巨猿。

身高 3 米、体重 500 斤的步氏巨猿曾是地球上最

大猿类。距今 200 万年左右，它们漫步在从重庆巫山

至海南岛之间的大片区域。后来，这位人类“远亲”突

然灭绝了。

步氏巨猿何时灭绝，为何灭绝？这些问题困扰着

古人类学家。

今年 1 月，刊发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给出

了答案。作为该文的共同通讯作者，王伟讲起了成果

背后的故事。

“远古时期的广西曾是‘巨猿窝子’。”王伟介绍，

从体型上看，步氏巨猿与“金刚”类似。它的牙齿大小

近似象牙，外形接近人类牙齿。步氏巨猿分布集中，

他和同事仅用一个下午便在洞穴里挖出 90 多颗巨猿

牙齿化石。

保存遗传物质的蛋白质，是从一枚步氏巨猿牙齿

化石中提取出来的。因为化石中古蛋白质比古脱氧

核糖核酸（DNA）更易保存，所以科学家将从化石中提

取古蛋白质的方法用到更多绝灭物种研究中。

“我们把山川、洞穴当成实验室，享受野外科考时

光。”王伟说，他和团队成员用 6年时间，借助现代化平

台和高科技仪器，填补了缺失的部分远古史：步氏巨

猿约在 1200万年前从猩猩家族中分离出来，并独立演

化。之后，步氏巨猿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食物减少，

导致其走向灭绝。

抹掉“西方先进、东方
落后”分割线

手斧是一块上薄下厚、上尖下钝，外形类似“瓜

子”的石头。在旧石器时代，它可被用于砍伐、狩猎。

王伟对手斧的研究源于一个偏见。

20世纪 40年代，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到东南

亚考察后画了一条“莫维斯线”，将旧石器时代早期一分

为二：线的左边是西方先进的“手斧文化圈”，右边是中

国等以制造砍砸器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

“那时，西方手斧前后左右对称，带有数字思维，

比东方单刃手斧更先进。”王伟说，“难道中国没有双

刃手斧？”

为找到证据，时任广西自然博物馆馆长王伟主导

了一次考古大发现。

百色盆地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新生代

盆地。这里的砖红壤层保留了大量打制石器。经过

十几年找寻，百色手斧在这里被发现。

2000年，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

些 80万年前的手斧，精巧程度远胜欧洲同时期石器。

十几年付出终得回报。

古人类学是研究早期人类起源与发展的一门科学。

如果从进入中国地质大学地层学与古生物学（含古人类

学）专业学习算起，王伟已在这个领域深耕40年。

“现有资料少，人类起源研究比较难。”王伟说，“找到

古人类化石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但我们从不放弃。”

王伟不服输的科研态度，源于自身性格，也受前

辈影响。

耄耋之年依旧在高山峡谷进行科考的中国科学

院院士殷鸿福是王伟的恩师。“越是艰苦的，越是国家

需要的专业，我越要报”“锚定一个国家需要的方向，

不断掘进……”殷鸿福的话深深影响了王伟。

希望更多年轻力量投身
“冷门”领域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被

称为人生哲学三问。它们也是王伟要通过研究解答

的古人类学问题。挑战在于，古人类学中的“我们”，

需要王伟“穿越”十万甚至百万年去找寻。

王伟说，做人类起源研究，要有全球视野。千百

万年以来，人类起源、迁徙、演化，一直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

在非洲，王伟和同事穿梭于火山之间。火山灰一

层层地堆叠，像抽屉一样。他们把“抽屉”逐个拉开，

冒着烈日，找寻隐藏其中的关键信息。

多年海外工作经历，拓展了王伟的视野，让他深

切体会到“走出去”的重要性。王伟将学生派到美国、

法国，希望他们增长见识，学成为国效力。

近年来在培养学生上，王伟倾注了大量心血，希

望更多年轻力量投身“冷门”领域。

“我国从事古人类起源研究的领军人才不超过十

个。”王伟说，“现在国家重视考古，软硬件配置都非常

好，是研究古人类学的黄金时代。希望社会各界多关

注古人类学。”

王伟团队不算大，只有十二三个人，主要由年轻

教师、学生等构成。他们跟着王伟，在课堂如饥似渴

地学习，在野外孜孜不倦地考察。

王伟对记者说，他晚上总是做一个梦：在一个偏

僻山洞中，他挖出了古人类头骨。骨头里蕴含的信

息，实证了百万年人类史。

梦想能否照进现实？

王伟说：“发现很难，但再难我们也要坚持做下

去。哪怕有百万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做出百分之百的

努力。”

王伟：用支离破碎线索“拼”出缺失的历史

王伟王伟（（左二左二））在指导学生观察石器在指导学生观察石器。。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美誉。近期，杭州城区总人口突破 1000 万，成为全国

第十个超大城市。

古今融合、风景秀丽是杭州，宜居宜业、开放活力亦是杭州。

连续 17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以数字赋能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

市，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座“互联网之城”。

打开大门聚集人

“对于初到杭州的年轻人来说，免费入住 7 天，这样的驿站服务安心又舒

心。”22岁的安徽安庆小伙吴义发上个月入住了杭州的青荷驿站。杭州多个城区

推出青荷驿站“免费住 7天”福利，面向来杭参加求职面试、创新创业赛事等活动

的非杭户籍且无房的新市民和青年群体，提供住宿和就业创业服务。

“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来到杭州？”杭州市委宣传部社会文明协调处处长朱一

斌表示，宽松便捷的落户政策、“真金白银”的人才补贴和包容开放的城市氛围，吸

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杭州，优良的文化软环境对于人口的吸引、稳定作用巨大。

从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中的挑灯攻关，到西子湖畔成立企业研究脑机接口

技术，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璧丞一直带领团队走在科技创新和应用

拓展的道路上。“考察了不少地方，感觉杭州对创新人才的容纳度很高。”在位于

杭州市余杭区人工智能小镇的办公室里，韩璧丞介绍了来杭创业的缘由。

围绕现实需求，杭州近年来先后制定“人才新政 27条”“人才发展若干意见 22

条”“人才国际化意见”等政策，推出人才分类认定等举措，着力打造人才“蓄水池”。

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刘颖透露，近年来余杭创新主体和创新人才加

速集聚，人才总量突破 40万人，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870万人相比，2023年

末杭州全市常住人口为 1252.2万人，短短 10余年增加了 382.2万人。

共治共享留住人

人口增长、交通拥堵、资源紧张……城市在集聚更多人口的同时，也面临“大

城市病”的困扰。如何让城市更智慧、更宜居？

2016 年，杭州城市大脑应运而生。这一着力打造的特大城市数字治理系统

解决方案现已进入 2.0 建设的新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表示，通过城市大

脑，城市管理者可以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作出科学决策，提高城市治理效能。

江南春日，走进杭州市儿童医院，不时可以看到车身色彩明亮的公交车“出

没”。这条按照班次“开进”医院的公交专线串联起附近地铁站，使儿童患者和家

属出行更为便捷。杭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刘莉莉说，公交车外观设计童趣十足，

“治病是一方面，让孩子能够精神放松也很重要。”

聚焦地铁出行“最后一公里”，杭州 2023 年以来借助城市大脑对全市 261 个

地铁站周边公交资源等进行数据分析，智能识别换乘需求，优化地铁接驳线路

203条，实施公交进医院等“六进”线路 225条。

汇聚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有来自老百姓的民意。

“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杭州市民意互动研究中心主任

林乃炼说，杭州打造集广播、电视、网络、报刊于一体的“1+X”民意互动平台，推

动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良性沟通互动。

3月初，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水设施河道中心公开向全社会发出邀请，为

城市河道打造生态景点献计献策。“我们从中选择合理化建议，经专家论证后再

选河道做试点。”该中心主任蔡国强说。

真切体现超大城市的温度，需要着力培育与之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杭州

在城市治理领域下足“绣花功夫”，熨平发展遇到的“疙疙瘩瘩”，创造宜居、宜业

的大小环境。

超过 4800 公里城市绿道连接城乡发展、建成开通城市快速路总里程达 500

公里、地下管廊完工 112.8公里、地下空间开发量约 1.3亿平方米……基础建设迈

向纵深，公共服务更趋完善，为这座创新活力之城营造新的发展空间。

打造高地成就人

机械臂上下飞舞，50多条数字生产线随遥控切换，杭州西奥电梯“未来工厂”

里，一名工程师“带领”一群机器人工作，推动制造效率、产品品质双重提升。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双引擎”深度融合，因“网”而兴、加“数”前行的杭州正迎

来全方位、历史性变化。

自“数字浙江”提出以来，20余年间数字经济在杭州异军突起，从龙头企业到

隐形冠军，从数字经济软硬件到后台产业，智慧产业链“树大根深”。据不完全统

计，杭州目前拥有百余家平台企业，已形成以海康威视、新华三等为龙头，上市公

司和独角兽企业为中坚，“双创”为支撑的雁形平台企业群。

是未来所向，杭州主动顺应“大趋势”；是发展所需，杭州奋力抢抓“大机遇”。

“中国视谷”、物联网小镇、杭州未来科技城、中国（杭州）算力小镇……放眼

钱塘江两岸，一个个创新节点释放澎湃活力。

新时代的人才竞争，关键在于人才生态的竞争。

2018 年，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飞秒激光项目组负责人杨直

及团队把目光投向杭州，成立杭州奥创光子技术有限公司。短短几年间，这家企

业已成长为员工超过 150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为生产力跃迁蓄

满势能。在工业强区萧山，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覆盖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金属

加工等 9大细分行业，提供易部署、见效快、成本低的解决方案。

数据显示，2023 年，杭州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营收 18737.48 亿元，同比

增长 7.9%。

跻身超大城市行列

杭州展现人才“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