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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春天，一场关于技能人才培
养的改革浪潮正悄然涌动。在石钢京诚
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举办的新八级工制度
启动仪式上，一线技术工人杨凯正在发
言：“从学徒工到首席技师，我走过的每
一步都离不开公司搭建的成长阶梯。”作
为营口市工匠代表，他的故事正是这家
装备制造龙头企业深耕技能人才培养的
生动缩影。

从学徒工到首席技师

2010年，刚满22岁的杨凯揣着电工技
校毕业证走进石钢京诚的大门。面对眼前
高达10米的120T转炉设备，这个农村小
伙的手心沁出汗水，“那些复杂的电路图和
自动化控制系统，比高考题还难懂。”但他
很快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连续3个月每
天提前2小时到岗，抱着设备手册在28米

高的数控龙门镗铣床旁一画就是一整天，
用坏的马克笔快堆成了小山。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5年，
公司3号连铸机频繁出现漏钢事故，杨凯
主动请缨排查故障。他带着万用表在潮
湿的地下电缆沟里蹲守 48 小时，终于发
现是传感器线路绝缘层老化导致信号失
真。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光会修设备
不够，还得让设备‘听话’。”此后7年里，
他主导完成 16 项设备智能化改造，其中
为80MN快速自由锻造机加装的智能润
滑系统，将设备故障率降低60%，年节约
维护成本80余万元。

新八级工制度：开启上升通道

在石钢京诚的技能人才公示栏前，
新八级工职业发展通道图格外醒目：从
学徒工到首席技师，每个等级都对应着

清晰的晋升标准和薪酬体系。“过去，技
能工人评到高级技师就到头了；现在，
特级技师、首席技师的设立，让我们看
到了职业发展的‘第二春’。”杨凯指着
公示栏上的“薪酬对照表”介绍，中级
工每月可获 200 元技能津贴，首席技师
则能拿到 2000 元，“去年我拿到首席技
师聘任时，妻子说这比过年还高兴。”

这项改革，源于2020年公司获得的
辽宁省首批企业自主评价资质。人力资
源部培训管理室主任李建国翻开《新八
级工制度实施方案》：“我们打破了传统
的‘天花板 ’，将职业技能等级与岗位
价值深度绑定。”公司不仅建立了涵盖
46 个职业、123 个工种的评价题库，还
首创“生产现场即考场”的实操考核模
式——锻造工需要在20MN快速自由锻
造机上完成高精度锻件加工，炼钢工必
须在100T转炉前精准控制碳含量……这
些贴近实战的考核标准，成为营口市企
业技能认定的“金标准”。

数据见证着改革成效：截至 2024
年，石钢京诚2071名技能工人中，高级
工及以上占比达 36.9%，较 2019 年提升
21 个百分点；累计发放技能津贴 280 万
元，823 名技术工人从中受益。更令人
振奋的是，新制度激发了创新活力：近

三年，员工提出合理化建议 1200 余条，
其中杨凯团队提出的70条建议为公司节
约成本200多万元。

产教融合育工匠

走进石钢京诚实训基地，100 余名
学徒工正在 12.5 米立式车床前实操训
练，他们胸前的工牌上印着“营口理工
学院—石钢京诚订单班”字样。这是公
司与 10 余所高校共建的“现代产业学
院”成果之一，学生入学即签订培养协
议，毕业后直接进入核心岗位。“我们的
课程表由企业工程师和高校教授共同制
定，每周有 3 天在车间跟着师傅学实
操。”订单班学生刘雨浩展示着自己参与
设计的轧辊修复方案，眼里闪烁着自信
的光芒。

在企业内部，“师带徒”制度更是成
为技能传承的“加速器”。每年初，公司
都会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120 对师徒
签订带徒协议，师傅每年可获3000元带
徒津贴。电气分厂的“师徒创新小组”
已成为技术攻关的主力军，他们研发的
智能配电系统，让公司电能利用率提升
15%，相关成果入选辽宁省“百项工匠
创新成果”。“我们不仅要培养会干活的
技 工 ， 更 要 培 育 懂 创 新 的 ‘ 智 能 工

匠 ’。”杨凯的工作室里，一台正在调试
的工业机器人，见证着传统工匠向智能
制造的转型。

数据见证实力

在石钢京诚的荣誉墙上，“辽宁省职
业技能提升培训示范单位”“营口市新八
级工制度试点标杆企业”等牌匾熠熠生
辉。更令人瞩目的是一组硬核数据：近
五年累计投入培训资金5000万元，建成
3个多媒体培训室、4个实操实训室，年
培训能力达4000人次；自有98名内部培
训师中，高级工程师占比超40%，外聘
29 名高校教授组成“专家智库”；2024
年新增技能人才 10316 人，其中特级技
师实现“零突破”。

这些数字背后，是公司对技能人才的
全方位赋能。从《青年人才培养管理办
法》 到 《提高效率激励奋斗者管理办
法》，10余项制度构建起“培养—评价—
使用—激励”的全链条体系；从“学习
通”线上平台到 VR 模拟实训系统，智
能化培训手段让学习效率提升30%；从
参与制定辽宁省企业新型学徒制实施方
案到牵头编写营口市实操考核标准，石
钢京诚正成为区域技能人才培养的“领
跑者”。

匠心筑梦 技能报国
——石钢京诚构建新八级工制度培育新时代产业工匠

本报记者 仲属宁

退休教师李阿姨拿着处方单买药，
发现常吃的降糖药从 62 元降到了 5.42
元；乡镇卫生院的药剂师在电脑或手机
上轻轻一点（药品采购平台操作），药品
第二天就从市区仓库送到偏远的卫生
院。这些变化的背后，是营口市医疗保
障局在药品采购和价格管理上的一番

“绣花功夫”——不搞大张旗鼓的改革口
号，而是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入手，用创
新办法和精细管理，一点点拧紧药价的

“水龙头”。

三级审核“过筛子”

“报量是集采的第一步，数量报歪
了，后面全乱套。”市医保局药价格和
招标采购科科长徐金厚说起报量，就像
在说家里过日子算细账。以前医院报量
全凭经验，有的多报囤药，有的少报导
致 断 供 。 市 医 保 局 采 取 “ 三 级 审 核
法”——医院先自己核对历史数据，市

医保局再用大数据算一遍，最后请临床
专家盯着异常数据问到底，确保医院集
采药品保量准确。

2023年集采时，一家医院报的糖尿
病药多了 40%。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打电
话到科室一问，原来是新来了个糖尿病
专科主任，门诊量一下子涨了。针对这
种合理的增量，市医保局为该医院专门
开了“绿灯”；但如数据异常，就得打回
去重新报。“现在，全市报量准确率能到
98%，相当于100笔订单只有2笔需要调
整。”徐金厚笑着说，“就像买菜先算准
家里人饭量，既不浪费也不饿肚子。”

独家配送破解“最后一公里”

说起以前的配送，鲅鱼圈区熊岳镇
卫生院王主任直摇头：“小医院订单量
少，配送公司不愿意跑，有时候药吃完
了，新的还在路上。”市医保局发现，大
城市适用的“多家配送”在小乡镇成了

难题——配送公司都盯着大医院，基层
卫生院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怎么办？他们想出“独家配送”的
法子：每个中选药品只选一家配送能力
强的企业，签协议时专门约定“大小医
院都得送”，实现权利和责任完全对等。
比如石药集团的抗生素，配送企业在全
市设了 3 个仓库，乡镇卫生院上午下
单，下午就能收到。

直接支付让企业“不差钱”

在某配送企业财务室，王经理打开
银行流水给记者看：“上个月的货款，市
医保局5号就打过来了，比以前快了6个
月！”他说，以前，企业得等医院结完账
才能拿到钱，遇上资金紧张的医院，货
款能拖 8 个月以上。现在，市医保局开
创了“直接结算”模式，每月初直接把
钱打到企业账户，“全国能这么做的城市
没几个”。

“别小看这一点，企业资金周转快
了，才有底气降价。”徐金厚解释说，直
接结算不仅让企业最多每年节省好几百
万元的资金周转开销，还让他们愿意把
更多好药送到营口。

药店监管实施“大数据找茬”

走进营口市区连锁药店，最显眼的位
置都摆着医保集采药品，价格标签上的数
字让人眼前一亮：以前148元一盒的一种
药品，现在只要18.5元。这变化背后，是
市医保局的“大数据找茬”行动——他
们把全市 352 家连锁及单体药店的药品
结算价格都收集起来，以省医保局给出
的“众数价”为基础，高于这个价格的
就挨个约谈。

“刚开始，有的药店老板不理解，说
‘进价高所以卖得贵'。”市医保局价采科
的干部说，他们带着数据上门，把同一
药品在不同药店的价格对比表一摆，老

板自己都不好意思了，直接降价。

把细节做到“针尖上”

聊起未来打算，徐金厚翻开笔记
本，上面记满了基层调研时收集的问
题：有患者反映特殊病种用药没纳入集
采，有企业建议简化配送审批流程。“我
们不追求轰动效应，就想把每件小事都
做精。”他说，下一步计划把集采品种扩
大到 900 种。如今，中药颗粒已经集采
了，中药饮片也要开始集采了。

在市医保局自主开发的软件上，清
楚监测到全市药品采购的数据：哪家医
院今天进了多少药，哪家药店的价格有
波动……这里没有华丽的改革口号，只
有众多的医保人在每个环节上动脑筋、
想办法，把政策的“大框架”变成群众
身边的“小确幸”。正如一位老患者说
的：“药价降下来了，我们看病更不用愁
了，这就是最好的民生工程。”

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
出来的辉煌。在时代浪潮奔涌向
前的当下，营口迎来至关重要的
决胜之年。“决胜之年夺全胜”不
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更是凝聚
全市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
动指南。

工商业是营口经济发展的
活力源泉。从繁华的商业街到
充满机遇的商贸园区，营口工商
业串联起生产与消费，促进了经
济的循环畅通。今年一季度，营
口工业经济全省领跑，钢铁、石
化、装备制造等领域优势显著。
近年来，随着产业升级步伐加快，
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
崛起。然而，在全球经济形势复
杂多变、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
景下，营口工业面临着技术创新、
绿色转型等诸多挑战。决胜之
年，营口工业需聚焦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大科
研投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以技术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提升
产业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
时，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
业绿色转型，让工业发展与生态
保护同频共振。决胜之年，营口
工商业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打造智
慧商圈，创新消费场景，满足消
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发展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拓展国际市

场，让营口制造借助工商业平台
走向世界。

与此同时，绝不能忽视农业
在营口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功
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强
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
基，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作为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营口同
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营口农业为本地食品加工等工业
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从田间地头
的蔬果到养殖的畜禽，支撑起相关
工业的发展，是工业稳健前行的有
力保障。农业与工商业之间也存
在着紧密联系，农产品的流通销售
依赖于商业网络，活跃了市场，促
进了经济循环。

决胜之年，营口持续加大对
农业现代化的投入，推广先进农
业技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推动农业产业升级。鼓励发展农
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农业在全
市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效能。

风劲帆满海天阔，奋楫潮头
逐浪高。决胜之年，营口全市上
下当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
劲，全力推动工业、工商业提质
增效，重视农业基础性作用并挖
掘其潜力，向着全胜目标奋勇前
行，书写营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崭新篇章。

在辽宁 （营口） 沿海产业基地的石钢
京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厂区内，满载巴西
大豆的集装箱卡车正有序驶入专用通道。
驾驶室里，司机李师傅轻点手机屏幕，通
过“自在营”数字综合服务平台提交了调
运申请。很快，系统提示音响起：“海关审
核通过，可立即作业。”这一场景，正是中
国 （辽宁） 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 （以
下简称营口片区） 联合营口海关打造的进
境粮食后续监管“智慧眼”的生动实践。

技术赋能：数据穿透打破监管壁垒

改革前，进境粮食调运监管堪称企业
的“时间黑洞”：每笔业务都需企业派人携
带纸质单据往返海关3—5次，海关关员则
需驱车数十公里到现场查验，单次调运平
均耗时4.2小时。更棘手的是，为配合集中
查检，企业往往需要提前24小时将运输车
辆集中停放，仅油费和司机误工成本就达
1200元/车次。

如今，这一局面被彻底改写。依托“自
在营”平台全新上线的粮食监管模块，海关
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调取企业仓储区、
装卸点位的16路高清摄像头画面，实时监控
粮食装卸的每一个细节。系统自动抓取调
运数据与视频画面进行比对，当发现某企业
调运量与申报量偏差超过 3%时，立即触发
红色预警，海关关员通过平台远程发出整改
指令，整个过程仅需8分钟。

流程再造：秒级响应重塑监管范式

在营口片区政务服务中心海关窗口，
某粮油企业报关员小张体验了一把“零等
待”的便捷高效。她登录“自在营”平
台，上传调运计划、车辆信息等电子数据
后，系统自动进行风险评估。仅仅 28 秒，

海关审核通过的提示
便 出 现 在 屏 幕 上 。

“以前跑断腿，现在
点鼠标。”小张感叹
道，“上个月我们公
司调运了 12 批次玉
米，累计节省时间超
过50小时。”

新模式的核心突
破在于“双在线”机
制：企业在线提交申
请，海关在线完成审
核。相较于传统模式
下数小时的等待，如
今审批指令实现“秒
级”下达。更值得关注的是，平台打通了与大
连等口岸海关的数据壁垒，当某批粮食在跨
关区调运中出现异常时，系统自动生成《跨关
区协同处置单》，相关海关可同步获取信息并
联合处置。今年4月，鲅鱼圈海关通过平台发
现一批大豆在调运途中出现霉变迹象，立即
启动协同机制，仅用1.5小时，就完成了从风
险预警到货物封存的全流程处置。

价值重构：安全与效率的双重跃升

改革的成效在企业账本上清晰显现。
营口隆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算了一
笔细账：“每辆车每天可多跑2趟运输，油
费节省400元，司机工资减少200元，再加
上多跑运输增加的收入2000元，每辆车每
天净增效益2400 元。按公司30 辆车计算，
一年就能增收2592万元。”据统计，新模式
预计每年可为营口本地进境粮食运输企业
减负增效100万元以上。

更重要的是，数字化监管筑牢了国门
生物安全防线。通过平台的“电子围栏”

功能，海关可实时追踪每一粒粮食的流
向。当某企业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未
按规定处理时，系统立即锁定该企业所有
调运业务，并向海关和农业农村部门同步
推送预警信息。今年 5 月，平台成功拦截
一起违规处理下脚料事件，避免了外来物
种入侵风险。

这项改革已入选辽宁自贸试验区第八
批改革创新成果，即将在全省复制推广。
未来，营口片区将进一步拓展“数字监
管”应用场景，计划在2025年底前实现粮
食、矿产等重点商品监管全链条智能化。
正如营口片区管委会相关领导说：“我们要
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用‘智慧
眼’守护粮食安全，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
新动能。”

在石钢京诚的车间里，“技术大拿”正
带领团队调试新引进的智能仓储系统。他
身后的电子屏上，“自在营”平台的实时数
据跳动着，与机器轰鸣声交织成一曲数字
时代的产业赞歌。

“大数据找茬”让百姓用上“平价药”
——营口医保用细节写好民生答卷

本报记者 仲属宁

勠力同心夺全胜
仲属宁

“智慧眼” 监管进境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仲属宁

快评

“智能工匠”成为生产车间的主力军。

“视频实时传输+数据自动抓取”实现监管闭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