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安徽 072024年9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黄佳玮 美编：小薇

加快数字人才培育，迈向数智未来
机器人能听懂话、干好活，离不开机器人

工程技术人员；解决数据分享中的安全问题，

离不开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精准地建造一

个全景还原的“虚拟工厂”，需要数字孪生工程

师……

当前，数字化浪潮风起云涌，数字经济的

触角已经深入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在数字经

济变革浪潮中，数字人才已然成为推动发展的

核心动力。

近日，我省发布《安徽省数字经济人才培

育方案（2024—2027年）》（以下简称《培育方

案》），明确将力争用4年时间建设一支数量充

足、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高水平

数字经济人才队伍，满足我省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需要。到2027年，累计培育数字经济

专业技术人才30万人以上，数字技能人才20

万人以上。

《培育方案》的发布，为数字人才的培育提

供了方向指引，也将为我省数字经济的发展构

筑起人才“蓄水池”。

为何要加快培育数字人才？
——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何为数字人才？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一般认为，拥有信息与通信技术技能的就能算

作数字人才。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人社部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

中，标注的数字职业，如人工智能训练师、物流

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出版编辑等。

当前，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和新领域层出不穷，大量数字化、智

能化岗位相继涌现，对数字人才的需求呈井喷

式增长。但人才培养需要时间，供给速度难以

跟上，人才总量不足、人才素质与产业需求不

匹配、关键核心领域创新能力不够等问题日益

凸显。有数据显示，我国数字人才缺口有2500

万至3000万，特别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半导

体、大数据等相关领域，人才需求量激增。

数字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要

素。前不久，中央九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数字

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

2026年）》，要求紧贴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发展需要，着力打造一支规模壮大、素质优良、

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高水平数字人才队伍，

更好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近期，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提出到

2026年，安徽数字经济综合实力、创新力、竞争

力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

方阵。

大力培养聚集数字人才，对于推动我省数

字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方案》明确提出，要发挥数字技术技能人

才对数字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加快推动形

成新质生产力，提升数字人才规模、质量和结

构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求匹配度，推进“安

徽制造”向“安徽智造”转变。

“此外，从就业市场来看，加强数字人才的

培养，将会有效缓解当下就业结构性矛盾，不

仅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也能满足用人单位对

人才的需求。”在省人社厅人才开发处处长吴

传华看来，加快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全方位提

升数字技能和素养，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

之计。

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我省将如何行动？
——实施培育工程，赋能产业发展

根据《培育方案》，我省将围绕数字产品制

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

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数字经济产

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量子

信息、空天信息等我省数字经济重点发展领

域，加强急需紧缺人才有效供给。

为此，我省将实施三项数字经济人才培育

工程。记者了解到，一些具体举措已经在施

行，并取得良好效果。

在加强数字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我省将围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需求，重点培养

一批数字经济领域紧缺的领军人才。开辟数

字技术人才自主培养新赛道，每年培育一批数

字技术工程师。

今年初，我省开展“一试三证”试点，在已

建有现代产业学院的应用型理工科院校以及

技师学院，授予符合条件的学校试点开展中初

级工程师自主评审以及技能水平等级认定权

限，通过改造课程体系，增加实训时长和难度，

培养出一批产业技术工程技术技能人才。

在加大数字技能人才培育力度方面，我省

鼓励相关培训机构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开展多种

形式培训。支持技工院校加快专业数字化转型

和数字化专业建设，与数字技术头部企业开展多

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培养数字技能人才。

在助力数字人才赋能产业发展方面，我省

将完善高校、科研院所中，计算机、信息与通信

工程等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科研人才到企业创

业创新办法，鼓励科研人员离岗创业。鼓励数

字经济企业利用重点实验室或自有研发机构，

面向全国招募优秀大学生，开展数字技术训练

营，发掘和培养数字领军人才。

数字人才评价机制如何完善？
——创新评价机制，构建竞赛体系

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的指挥棒。建立以

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

体系，是以正确评价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的

需要。

《培育方案》明确，我省将逐步构建数字经

济职称专业体系，增设网络安全工程、工业互

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量

子通信和人工智能等专业。突出数字企业用

人主体地位，授予龙头、链主企业人才职称自

主评审权。进一步贯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

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对符合条件企业聘评的

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可直接申报相应专业的高

级工程师。

关于数字技能人才，我省将围绕数字产业

衍生的新职业、新技能、新工艺，健全技能人才

评价制度，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结合生产经营

特点和实际需要，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设置的

技能等级为基础，自主设置数字技能岗位等

级，自主开发制定数字技能评价标准规范，自

主开展数字技能人才评价。此外，还将探索开

展数字经济领域境外职业资格单项认可、数字

技能类国（境）外职业技能比照认定，为数字技

能人才流动提供保障。

数字技术技能类赛事的开展，不仅为技术

技能人才提供学习交流、切磋技艺、展现风采

的平台，更能吸引带动全社会学习数字技术、

提升数字技能、从事数字职业。我省将构建数

字技术技能竞赛体系，支持各级各部门、行业

协会、龙头企业、职业（技工）院校举办各类数

字技术技能大赛，建立奖励制度。

同时，在省级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中设置

数字经济领域赛道，对获奖项目给予最高10万

元奖励。对获得省级以上技能荣誉的高技能

人才和获得世界级、国家级技能大赛有关奖项

的选手，可采取直接考察方式公开招聘到职业

院校相应岗位任教。

数字人才发展生态如何优化？
——打造优质平台，健全激励机制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培育方案》明

确，我省将在优化数字人才发展生态上持续发

力。

梧高凤必至，优质平台是集聚人才的重要

载体。《培育方案》提出，我省将加快建设数字

人才载体平台。联合国内知名数字领域高科

技企业，与国内优质培训机构、院校，共建长三

角地区“数字人才培养基地”，开发一批标准规

范、培育一批数字人才、组织一批技能大赛，实

现各数字领域技能人才培养的全覆盖。鼓励

行业龙头企业围绕做大做强主业、延伸产业链

条，打造集孵化器和加速器于一体的创客空

间。

激励机制对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

要。好的激励机制能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主动性，构建起良好的创新生态。《培养方案》

明确，要健全数字技术人才激励保障机制。牢

牢抓住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机遇，

加大数字经济成果转化支持力度。

同时，完善以提升数字知识价值为导向的

收入分配政策，积极推进数字经济领域事业单

位落实高层次人才工资分配激励政策，落实科

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政策，以及

数字经济从业人员薪酬分配指引，引导企业建

立健全符合数字经济人才特点的企业薪酬分

配制度。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人才服务是关键。我

省将优化数字人才服务环境。强化数字人力

资源服务支撑，搭建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源服务

供需对接平台，培育发展一批数字化人力资源

服务企业，为数字人才流动、求职、就业提供人

事档案基本公共服务。

对于高层次数字人才，我省还将其纳入人

才服务保障范围，逐步优化完善服务保障措

施。在各类国家级和省级评选表彰项目中加

大对数字人才的倾斜支持力度，营造数字人才

成长成才良好环境。 （安徽日报记者 班 慧）

“您现在看到的是‘哪吒’新能源汽车，这款

车的续航、空间、配置等方面有明显的价格优

势，性价比高。待会还有‘零跑’最新车型介绍

……”9月9日，笔者走进位于寿县新桥国际产

业园的安徽花生好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直播基

地，主播正在线上向访客介绍车辆性能。

线上展业、线下提车，已成为花生好车这样

的汽车新零售品牌完成交易闭环的高效方式。

线上访客来到主播直播间，便可看到10余个品

牌、30余款汽车车型，从高端到平民，从燃油汽

车到新能源汽车，自主选择畅销车型。

4月9日最新发布的《2024胡润全球独角

兽》中，安徽花生好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位列其

中。长城战略咨询的《中国独角兽企业榜》和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发布的《全

球独角兽企业榜》中，花生好车全部上榜。

近日，淮南市民李明从线上下单，向花生好

车公司提供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号，审核通

过后，缴纳2%的首付款2999元，不到7个工作

日便开走一辆崭新的星途汽车。未来，他每月

正常缴纳2899元租金，48个月后便拥有了车

辆所有权。

“‘先用后买’的租赁购车方式，真方便！”李

明告诉笔者，这种购车方式前期投入少，手里的

资金也可以灵活运用，后期还款时间周期可以

比较长，每月还款金额也很“友好”。

花生好车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通过自

建直营渠道，瞄准下沉市场，形成以汽车直租、

汽车经营租赁、新车直购、新能源汽车零售等业

务为矩阵的汽车新零售网络，目前拥有门店

400余家，设有26个中心仓库，覆盖200余座城

市，为超50万以上用户提供优质的用车服务，

成为行业领军者。

2018年，花生好车公司在安徽省布局，瞄

准地级市向下深耕，已覆盖合肥、亳州、淮南、铜

陵、淮北、宿州、黄山等城市，去年9月落户寿县

新桥国际产业园。

“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良

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我们。”安徽花生好车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雪城告诉笔者，企业紧盯

三四五线城市，为低线市场提供车辆销售、租赁、

保险、精品及配套服务的汽车新零售服务。

“从人才公寓到公司很近，这里安全、方便，

房租也便宜。”花生好车公司新进员工李从志入

职企业后，便住在新桥园区创业家园人才公寓，

每月只需500元优惠租金。此外，寿县新桥产

业园管委会还为企业上门量身定制服务，提供

金融对接、销售补贴等相关政策支持。

如今，花生好车公司已成为上汽大众、一汽

奔腾、东风日产、上汽通用、奇瑞汽车等数十家

汽车企业的重要合作伙伴，全面具备了车型供

给、仓储物流等贸易服务能力体系。目前，该企

业正进军新能源赛道，已开设4家零跑汽车商

超门店、1家哪吒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

2023年，花生好车公司全年交车总量约

3.9万台，实现营业收入约40.7亿元。今年一季

度完成纳税750万元 ，预计全年纳税金额不低

于4500万元。 （柏 松）

安徽花生好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化营销，探索汽车新零售

亳州市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通过丰富渠道、精简材料、关

联事项等措施，探索出“企业开办一件事”“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退休一次办”

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创新做法，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转变，政务服务效能

进一步提升，企业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持续增强。其中“企业开办一件事”获得国务

院办公厅通报表扬，“退休一次办”入选安徽省2022年度十大改革案例、国家人社部

10个社保经办服务重点案例，“一件事一次办”成为政务服务领域便民利企的重要

模式。 通讯员 张洪金 摄

高效办成一件事 推动政务服务向“好办”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