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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驅動社會進步的是科技，而科技的背後是
『人』。」在全國人大代表、58同城董事長兼CEO姚勁波
看來，「投資於人」意味着強化創新教育，施行更為積極主
動、開放包容、成效顯著的人才政策，充分激發各類人才的
創新潛能與活力。
「從社會層面來看，要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營造勇於創

新、大膽嘗試、寬容失敗的濃厚氛圍，鼓勵人才靜心做學
問、搞研究、出成果。與此同時，各地政府要進一步加強人
才政策和科技政策、產業政策的統籌聯動，健全人才、技
術、產業、資本深度對接合作機制，助力更多科技領軍企
業、專精特新『小巨人』和製造業單項冠軍加快成長。」
在人工智能領域，姚勁波指出，AI技術快速發展為科

研範式變革帶來了新契機。「AI與基礎研究的結合需要
跨學科人才，但目前我國人才培養多為單一學科模式，
導致交流困難，難以形成合力。」為此，他建議加強學
科交叉，重視通識教育，培養跨學科人才，以適應AI時
代的科研需求。
據了解，日前，教育部部署各地各高校徵集一批「人工智
能（AI）應用」領域供需對接就業育人項目，此次項目徵集
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應用」領域定向人才培養培訓、就業實
習基地建設、校企人力資源提升三類，幫助用人單位培養和
招聘更多實用型、複合型和緊缺型人工智能應用人才，更好
促進校企人才供需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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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好「一老一小」卸下年輕人後顧之憂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技師學院整形塗裝與
設計學院副院長楊金龍（右）指導學生進行
噴漆打磨。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體制與管理研
究所研究員胡傑成指出，「投資於人」是
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一方面，人口服務
體系要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基本公
共服務要更加均衡可及；另一方面，要着
力加強對重點群體的公共服務投資，着力
提高投資效益。聚焦「一老一小」，加快
完善社區居家養老、失能老年人照護、老
年助餐等服務，採取發放育兒補貼、發展
託幼一體服務、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等
措施，加大生育支持力度。青年人是推動
社會發展的生力軍，也處於人生發展關鍵
期，要從求學、就業創業、住房、婚戀、
社會融入等青年人現實問題入手，強化青
年人發展保障，加強青年科技人才、拔尖
創新人才培養，充分激發其創新創造活
力。科學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全面推進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統籌
各類資金資源，加強對低收入人口、欠發
達地區的分層分類幫扶。
「85後」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舊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長鄭喆軒是

一個 3歲孩子的父
親。在他身邊，就
有高學歷的年輕人
為了照顧患病的孩
子，不得不選擇放
棄工作。「上有父
母需要照顧，下有
孩子需要養育」，
兩頭都牽動着年輕
人的心。鄭喆軒感
慨，唯有保障好
「一老一小」的幸
福，年輕人才能卸下後顧之憂，在奮鬥路
上輕裝前行、更有底氣。

加強社區「老幼共託」服務能力建設
在鄭喆軒看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提到的「託幼一體」是一個很好的「社會
託育」的發展方向。對「託幼一體」的通
俗解釋，就是在幼兒園的小班、中班、大
班之外，再開設一個小小班，更早地釋放
雙職工家長的育兒壓力。此外，可以加強

社區「老幼共託」服務能力建設，完善
「一老一小」服務機制，這一做法已在不
少地方開始試點。
全國人大代表、蘭州新區城投集團瑞嶺
物業公司職工趙振香認為，政府工作報告
提出推進社區支持的居家養老，擴大普惠
養老服務，將成為化解家庭養老難題的有
效途徑。「下一步，我希望國家和相關部
門能全力推動物業與家政服務融合發展，
構建社區居家養老新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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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考
古研究所所長鄭喆軒。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全國人大代表、蘭州新區城投集團
瑞嶺物業公司職工趙振香（黃衣者）
調研社區養老。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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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台州市一家水泵企業做了一年後，「00後」小宋決定
辭職，他覺得自己的工作「又累又沒面子」：畢業後，選擇進

廠的他被看作是班裏的異類；在廠裏做水泵組裝，經常一站就是一
天，太辛苦了。小宋的決定背後，也是不少製造業企業面臨的難
題：年輕人不愛進廠，怎麼辦？根據人社部、工信部、教育部此前
發布的《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至2025年，中國製造業十大
重點領域人才需求缺口將接近3,000萬人，缺口率達48%。

一線產業人才稀缺問題凸顯
「我們迫切地需要有一定實操經驗的研發人員，現在的年薪已經
開到了六七十萬元人民幣，但缺口仍然比較大。」在國家級「專精
特新」（指企業具有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的發展特
徵）小巨人企業—鑫磊壓縮機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鍾佳妤看來，當
傳統產業從製造轉向「智造」，一線產業人才稀缺的問題就變得更
加凸顯。
「比如數控機床的操作、檢修，既要求相關學科的理論基礎，也
要求實操經驗；又如焊接機器人的檢測員，要求工人通曉焊接的基
本操作，又要懂智能化、控制系統等知識。」鍾佳妤坦言，這些人
才不僅需要擁有跨學科的知識背景、具備解決複雜工程問題的能
力，更需要願意扎根基層一線的心態。

技工升遷機會不多保障欠缺
「此前社會普遍存在『重學歷、輕技能』的觀念，再加之在許多
企業，技工升遷機會不多，相應保障欠缺等，大大降低了技術崗位
的吸引力。」全國人大代表、31歲的杭州技師學院整形塗裝與設計
學院副院長楊金龍坦言，近年來國家在職業教育方面的投入越來越
大，讓不少年輕人看到了「行行出狀元」的可能性。「政府工作報
告提出『投資於人』，通過創造良好就業環境和搭建廣闊舞台來激
發人的發展潛力，或將吸引更多人才扎根一線。」
「當前，我國製造業正向智能化、數字化加速轉型，但技能人才
長期數量不足，特別是高技能人才供給與產業轉型升級需求之間的
結構性矛盾持續存在。而職業教育正是緩和、調節矛盾的核心引
擎。」不過，楊金龍在走訪企業的過程中發現，校企合作「校熱企
冷」，產教融合「合而不深」等情況依然存在。楊金龍認為，這既
是由於目前中國職業教育的滯後性，也出於企業對於校企合作中如
何保障自身利益的不確定性。「過去企業更願意將錢花在建廠房、
買設備上，就是因為這些都是企業實打實的資產。若是將錢花在與
學校共同培養技能人才上，萬一這些人才畢業了去了更高薪的地
方，對於企業而言豈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通過制度設計提升個人素養
因此，在楊金龍看來，國家層面的「投資於人」不僅僅是資金的
投入，更是通過制度設計、資源調配和政策傾斜，系統性地提升個
人的知識、技能和創造力等綜合素養，同時降低企業的培訓成本、
保障企業的合法權益。「希望政府能進一步加大技工教育投入、拓
寬高技能人才晉升通道，同時從稅收政策優惠上入手，鼓勵企業更
多地參與校企合作，共育時代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楊金龍建議可以出台「一降三強化」政策，一是降低企業培訓成

本，對企業用於職工技能培訓的支出，給予一定比例稅前扣除；二
是強化信息發布平台，推進建設國家級「產教融合信息平台」，實
時發布緊缺工種目錄；三是強化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學歷貫通，打
通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學歷互認通道；四是強榮譽，如設立「中國
工匠日」，將世界技能大賽獲獎者納入國家特殊人才計劃等。
至於企業層面，可以從三方面「投資」來留住人才，一是薪酬投
資，嘗試推行「技能等級工資+創新成果分紅」雙軌制；二是成長
投資，設立職工成長基金，認可職工職業等級晉升、在職業院校的
繼續教育成果，並給予一定激勵；三是榮譽投資，讓更多一線技能
人才嶄露頭角，頒發優秀獎項。通過「投資手段」，激發企業高技
能人才創新意識、工匠精神，也減少企業核心人才流失。

強化創新教育
培養跨學科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1日，日本首
相石破茂在東京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外交部長王毅。
王毅向石破茂轉達了中國領導人的問候，表

示首相就任以來，中日兩國重啟雙邊關係改善
進程。習近平主席同首相先生在利馬成功會
晤，一致同意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為
中日關係發展指明方向、注入動力。中日同為
有重要影響的國家，攜手為亞洲開闢更好未來
是雙方的共同使命。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
和層出不窮的全球挑戰，雙方理應增進互信、
加強合作，為世界提供更多的穩定性和確定
性。
王毅強調，作為一衣帶水的近鄰，以誠相

待、講信修睦是正確為鄰之道。日方應堅持

《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原
則，維護好兩國關係的政治和法律基礎，切實
履行在歷史和台灣問題上作出的重要政治承
諾。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
在這一重要關口，希望日方本對歷史、對人
民和對未來負責任的態度，作出明智選擇，向
世界發出正確信號。
石破茂請王毅轉達對中國領導人的誠摯問

候，表示去年11月，我同習近平主席就全面
推進日中戰略互惠關係和構建建設性、穩定
的日中關係達成重要共識，推動兩國各領域
合作取得新成果。日方充分認識日中四個政
治文件的重要意義，尊重中方闡述的立場，
願同中方加強交往合作，推動兩國關係向前
發展，更好惠及兩國人民。

王毅會見石破茂 籲日本切實履行歷史及台灣問題政治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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