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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第一资源用好第一资源

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云网智能

运维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用户增长运营师等 19个新职业，以及直播

招聘师等 28个新工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这次发布的 19 个新职业，半数以上与新质生产力相关，如生成式人工智

能系统应用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工业互联网运维

员等。

绿色，是新职业的一大标签。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标注的绿色职业有 134

个，占职业总数的 8%。这批“入编”的新职业，不少源于经济转型和绿色低碳发

展的新需要，如脱胎于传统产业的氢基直接还原炼铁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储

能电站运维管理员、电能质量管理员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王晓君介绍：“我们认定的新

职业，不是新出现也不是新创设的，是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但已有一

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技能要求的职业。”

据介绍，一个新的职业能否入选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需有关机构和单位申报

建议，再进行层层筛选并经专家评审论证、书面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意

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环节后确定。

自 2018 年启动新职业征集工作以来，各方申报的新职业数量逐年增多。

2022 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已经收录 168 个新职业。2023 年 10 月，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一批新职业，共收到建议书 430 余份。

人社部发布

19个新职业、28个新工种

科技日报讯（记者魏依晨）记者 8月 16日从江西省科学技术厅获悉，为进一

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活力，营造女性科技人才成长成才良好环境，江西

省发布了《江西省关于鼓励和支持女性科技人才更好发挥作用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若干措施》从加大培养支持力度、营造成长成才良好氛围等方面提出 14条

具体举措。

在加大培养支持力度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允许因生育或处于孕哺期的女

性科技人才延长结题时间 1年；鼓励更多女性科技人才参加科技特派员工作，要

求科技特派团成员至少包括 1名女性科技人才。

在营造成长成才良好氛围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在江西省科学技术厅、江

西省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官方网站或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开设女性科技人才专题栏

目，大力宣传女性科技人才典型事迹。

江西推出14条举措

鼓励女性科技人才更好发挥作用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六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暨第

五届苏州科学家日活动上，江苏省苏州市发布了 2024版人才政策。

新政着力构建“1+8”人才政策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一个统领性文件——

《关于苏州市人才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3项重点人才计划，包括顶尖人

才计划、领军人才计划和重点产业紧缺人才计划；2 项专项奖励政策，包括优秀

人才专项奖励政策、社会化引才奖励政策；3项服务保障，包括人才乐居保障、高

层次人才子女教育服务等。

《关于苏州市人才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围绕政策友好、平台友好、创

业友好、就业友好、服务友好 5个方面提出了 18条举措，覆盖人才“引、育、留、用”

环节。

针对优秀人才，苏州市发布《苏州市优秀人才专项奖励实施办法》，提出创新

价值、业绩能力、贡献能级等评价指标，对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累计最高奖励 120

万元。针对顶尖人才，苏州市发布《苏州市顶尖人才计划实施办法》，为其提供

3000万元至 1亿元项目资助。

江苏苏州

着力构建“1+8”人才政策体系

电商主播在贵州省丹寨县龙泉镇云品惠众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直播间售卖
产品。 新华社发（杨武魁摄）

在江苏省一处人才社区，管家在整理社区样板间。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单体

容量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海鹰’

平台正在进行样机测试。”在前不久

举 行 的 第 九 届 全 球 海 上 风 电 大 会

上 ，运 达 能 源 科 技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工 程 师 、“ 海 鹰 ”平 台 总设计师

陈棋透露。

2024 年初下线的“海鹰”平台单机

容量达到 16 兆瓦至 18 兆瓦，适用于开

发离岸超 50 公里、水深超 60 米的中高

台风海域风能资源。“海鹰”平台将于今

年在海南省万宁市海上漂浮式项目样

机试验风场投入商业运营，届时将满足

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深远海海域风

能开发需求，助力我国风电开发挺进深

远海。

近日，陈棋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讲述了他带领团队成员给风电机组

在深远海“安家”的故事。

向资源丰富的
深远海挺进

记者：与近海相比，深远海风能开发

难在哪儿？

陈棋：海洋是潜力巨大的资源宝

库。我国拥有 1.8 万多公里大陆海岸

线、1.4 万多公里岛屿岸线、300 万平

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相比陆上风

能资源，我国海上风能资源更丰富。

统计数据显示，近海水深 5 米至 50 米

范围内，风能资源可开发量为 5 亿千

瓦，而深远海风能可开发量是近海的

3 倍以上。

深远海作业环境与近海作业环境

截然不同。例如，深远海海上风速通常

比沿岸海上风速快 20%，深远海出现台

风的几率更高。猛烈的海风会严重影

响风电机组的稳定性。除此之外，深远

海风能资源开发还面临投资成本高、能

源传送距离远、后期运维难度大等挑

战。

记者：近海风电机组与深远海机组

有什么差别？

陈棋：在近海开发风电，由于水深

较浅，风电机组底部通常采用固定式支

架，可以让相关设备安稳地“站”在大海

中，但这种固定风电机组的方式只适用

于浅海环境。到了深海，就得用上漂浮

式风电机组——一种可以在水中漂浮

并“捕获”风能的装备。于是，公司面向

深远海风能发展需求，在 2010 年提出

研制一款智能、可靠的漂浮式风电机

组。我和团队成员主要承担了这项研

制任务。

记者：您和团队成员如何让“海鹰”

平台适应深海环境？

陈棋：为使“海鹰”平台安稳地漂在

深远海上，我和团队成员设计了一款漂

浮式支架。它能让平台抗住 17 级以上

台风。同时，我们缩减了漂浮式支架的

总体工程量，把支架设计成可自由拼搭

的结构，大幅降低安装、运维成本。

记者：“海鹰”平台的底座稳定了，

但它的叶片非常大，怎么保证其整体稳

定性？

陈棋：“海鹰”平台的叶片长度超过

120 米，能够同时容纳 300 个成年人并

肩站立。叶片扫风面积约 6.6 万平方

米，相当于 9 个标准足球场。超长叶片

更易出现颤振问题，影响设备运行的稳

定性。

我和团队成员历时 3 年自主研制

出基于桨叶空气动力学、集成式传动

系统、塔架浮体结构的漂浮式机组一

体化仿真平台，开展了大量研究和测

试，通过控制加阻或共振穿越等方式

解决叶片颤振、整机基础共振等问题，

保证漂浮式风电机组在各种工况下稳

定运行。

记者：听说这个 120 多米长的“巨

无霸”既抗弯还足够轻。这对叶片的材

料、设计和加工工艺等都提出了更高要

求吧？

陈棋：你说的没错。以往，我们通

常采用玻璃纤维和树脂材料制造叶

片 ，但 这 些 材 料 不 适 合 制 造 超 长 叶

片。经过多次试验，我们决定用碳纤

维 材 料 制 造 叶 片 ，使 其 重 量 减 轻 了

20%。一次次试验、一项项对比……

历时一年多技术攻关，超长叶片终于

成形并通过测试。

关键核心部件
实现国产化

记者：“海鹰”平台的亮点之一，是

关键核心部件实现了国产化。

陈棋：是的。做到这一点极其不

易。长期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国

产化水平较低，尤其是关键核心部件

曾长期依赖进口。此次，我们在风电

机组主轴承和叶片等方面实现了重大

突破。

主轴承是风电机组核心部件，素有

风电机组“心脏”之称。此前，由于技术

壁垒高，风电机组主轴承主要依赖进

口。我们团队和产业链企业、科研机构

协同创新，历时 9 个多月，研制出合格

的主轴承。

为保证主轴承符合工艺要求，我和

研发团队成员冒着高温全程跟踪主轴

承的热处理过程，使主轴承装配一次成

功，且主轴承尺寸精度和旋转精度达到

较高水平，为主轴承国产化积累了宝贵

经验。

记者：未来“海鹰”平台投用后，将

在深远海高盐雾、高湿度的环境下作

业，后期运维难度较大。为此，您和团

队成员采用了哪些先进技术解决这些

难题？

陈棋：我们自主开发的风电机组故

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可以远程查看

风轮系统、机舱系统、塔外平台运行状

态，并结合机组运行数据，对机组进行

远程健康诊断，有效减少人员的出海频

次与海上作业时长。

在大部件维护维修方面，风电机组

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能够自动分

析机组运行数据并总结数据变化规律，

开展机组健康评估与寿命预测。通过

智能算法，系统可以预测可能发生的故

障，并提示故障位置和类型，有效预防

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记者：看来“海鹰”平台不仅有“大

块头”，还有大智慧。

陈棋：是的。“海鹰”平台全面实现

了智能化。遍布风电机组的数百个传

感器和机舱上的激光雷达可以感知作

业海域温度、湿度等，数字化跟踪“海

鹰”平台的运行状态。在恶劣气象条件

下，工作人员还可以通过风电机组的智

慧“大脑”，调控风电机组功率。

记者：如何搭建起这一庞大的智能

化系统？

陈棋：海上风电是典型的链条式

产业。“海鹰”平台的智能化系统拥有

近万个零部件，光靠一家公司是不可

能做出来的。平台实现智能化离不开

上下游产业链的支撑。这充分展现了

中国风电产业在技术创新、供应链协

同、工程能力、实验测试等方面的综合

实力，为全球海上风电发展树立了新

标杆。

需要交叉学科
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记者：您入行近 20 年，经历了我国

风电发展的主要阶段，有什么感触？

陈棋：我国风电起步较晚，过去在

人才、技术、标准等方面与国外存在一

定差距。依靠自主创新，如今我国风电

机组装机规模已稳居世界首位，风电成

为我国重要的电力来源。我和团队成

员有幸参与研制了海上风电机组平台

“海鹞”等大型设备，助力我国实现海上

风电技术突破和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

业化、国产化。

记者：在此过程中，人才起到怎样

的作用？

陈棋：人才是关键驱动力。随着全

球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增

加，风电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这一行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创

新和产业升级，更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

业人才。

记者：在您看来，风电科研人才需

要具备哪些能力？

陈棋：我 认 为 ，优 秀 的 风 电 科 研

人才应具备较高的创新、协作和学习

能力。除此之外，行业越来越需要有

交叉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未来，

风电机组不仅要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还 要 向 沙 漠 、戈 壁 、高 海 拔 地 区 拓

展 。 想 让 风 电 设 备 在 这 些 地 方“ 安

家”，需要相关科研人员不仅是电力

领域的行家，还要了解地理、材料等

领域的知识。

记者：目前，我国风电人才培养存

在什么短板？

陈棋：我国风电领域人才基数较

小，面临人才储备不足的挑战。这主要

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国内

高校较少设置风电专业，人才培养规模

较小；另一方面，在校理论学习与产业

实践存在一定脱节，人才培养质量有待

提升。

记者：您认为该如何解决上述问

题？

陈棋：首先，针对风电人才供给不

足问题，相关部门应鼓励更多高校开

设风电专业，扩大风电人才培养规模；

其次，提高风电人才培养质量，要注重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高校与企

业合作，让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接触到

风电项目。

记者：您是如何培养年轻人的？

陈棋：我认为需要给年轻人舞台。

在日常工作中，我鼓励年轻技术人员参

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通过解决项目中

的关键问题提升技术水平。我们团队

还与国内外顶尖高校合作，通过设立实

习实训基地、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为在

校生提供实践平台。这些合作不仅让

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项目中，还

为风电行业乃至可再生能源领域输送

了更多具有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高

素质人才。

记者：您对风电行业青年工程师有

什么寄语？

陈棋：青年工程师是推动绿色能源

发展的关键力量。青年人一定要保持

旺盛的求知欲，不断学习前沿知识，拥

抱新技术，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研发

能力。

陈棋：给风电机组在深远海“安家”

全球 70%的海上风能资源都蕴藏

在深远海。如何将这些宝贵的资源转

化为可用能源？这是陈棋不断思索的

问题。

要让风电机组在汪洋大海上“安

家”，面临诸多技术挑战。海上风电

机 组 处 在 复 杂 的 海 洋 环 境 中 ，受 到

风、浪、海流等影响，长距离的海底输

电线路需具备防水、耐腐蚀、抗机械

牵拉及外力碰撞等性能，机组安装还

要 利 用 大 型 海 上 专 业 施 工 船 舶 作

业 。 因 此 ，海 上 风 电 机 组 对 装 备 设

计、制造、安装技术和建成后的机组

运维、故障处理要求都很高。

“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脚踏实地，

一步步去探索。”陈棋说，他和团队成

员从零起步，研发新材料、优化设计方

案，逐个攻克材料选择、结构设计等难

题，在机组大型化、定制化、智能化开

发方面不断突破，一点点拼出了“海

鹰”平台。

入行 20 年来，陈棋成功研制出抗

冰冻、抗台风、抗雷暴等适应特殊环境

的风电机组。他和团队成员的每次技

术创新，都为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注

入了活力。

“ 随 着 海 上 风 电 技 术 进 一 步 发

展 ，相 信 会 有 更 多 机 组 挺 立 在 大 海

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绿色能

量。”陈棋说，他将和团队成员勇攀高

峰，为实现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贡献

智慧与力量。

陈棋主导研发的海上风电机组平台陈棋主导研发的海上风电机组平台““海鹞海鹞”。”。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