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强人才育产业

围绕“专班

+

平台公司

+

龙头

企业

+

乡镇彝绣合作社

+

人才”发

展模式， 依托东南大学沪滇协作帮

扶机遇就彝绣产品研发设计、 人才

引育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实现“点

对点” 匹配上岗、“一对一” 定制服

务， 推进集彝绣人才、 文创产品加

工、 研学旅游一体的三产融合发展

基地建设，打造至善彝绣馆、彝族刺

绣传习所、彝绣专家工作站、彝绣文

化产业发展国资平台公司平台，实

现彝绣人才和产业平台的精准对

接， 积极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更广

阔天地。

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促进宣传推

介及产业人才发展引领作用， 借助

第

17

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

交易博览会、 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

等参展，

200

余件南华彝绣特色产品

惊艳亮相，与

73

家企业达成供需合

作意向。 据统计从

2019

年至

2022

年， 实现了彝绣产业从散小弱到规

模化、 专业化、 组织化发展， 产值

1521

万元到

3489

万元成倍翻番，新

增彝绣人才

1624

人，省级手绣制作

工高级教师

15

人，国家级“手绣制

作工”

4

人，国家非遗传承人年度人

物

1

人。

做强培训提技能

构建“

1

中心

4

基地

10

班”的

网格化培训服务体系， 建设职工培

训中心、培训基地、乡镇培训班，采

用彝绣教师送教上门、 制作视频资

料等方式进行培训，助力脱贫群众、

留守妇女、 残疾人员在家里就能学

到知识、练到技能、实现就业。 实施

彝绣产业领军人才“百人计划，探索

绣工技术等级划分， 推进刺绣技术

职称评定， 把有从事彝绣意愿人员

培养成普通绣工、 把普通绣工培养

成优秀绣工、 把优秀绣工培养成高

级彝绣人才。 以赛促学、以赛代练，

举办技能大赛和技术培训班， 壮大

彝绣人才队伍， 为产业发展壮大提

供人才保障。 圆满承办“全国乡村工

匠职业技能比赛 ”，

12

名匠人才分

别荣获一二三等奖，举办“东大杯”

南华彝绣技能大赛

2

届， 举办彝绣

电商人才直播大赛

8

期， 开展各类

技能人才培训班

241

余期 ， 培训

13644

人次。

铸强品牌促增收

通过商标注册、宣传推广，打造

“南华彝绣”省级劳务品牌，依托东南

大学学科及人才优势，采用“人才

+

非遗保护

+

文创开发”模式，助力南

华彝绣产品系统研发和传统彝族文

化的深入融合， 调动设计研发人才

与彝绣企业联合创新设计彝绣产

品， 持续提升南华彝绣自主研发能

力，设计文创产品

294

余种，整理南

华彝绣

72

针法。 开展“人才助力彝

绣产品进商圈”专项行动，推动彝绣

产品进直播间、 大型超市、 高端酒

店、 高档餐厅、 新华书店等展示销

售，把非遗文化与时尚潮流相结合，

设计具有南华特色、 民族文化元素

与实用性兼具的彝绣文创产品，多

措并举推动彝绣“人才变绣品、绣品

变产品、秀场变市场、绣片变名片”。

在乡镇建立

8

个文创产品车

间，形成“一镇一车间，一村一技法”

的产业布局，以企业接单派单、合作

社组织人才、人才制作绣品的方式，

让脱贫群众、留守妇女、残疾人员灵

活就业， 实现一个人才就业带动一

个家庭增收。 据目前统计初级绣工

月平均收入

2000

元，优秀绣工月收

入

4000

元以上，高级绣工月收入达

8000

元。

（郭兴思）

近年来，云南南华立足优秀民族文化优势，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全力构建彝绣特色文

化产业链，让一针一线造就的非遗文化富裕一方百姓。

快 讯

云南南华：

人才“秀”助推产业“绣”

广东：

新一轮校招季开启

94

场招聘会等你来

2024

届高校毕业生看过来！日前，广东省

教育厅宣布 ，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

间，广东省教育厅将举办

94

场“粤就业”广东

省

2024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系列供需见面活

动，全力做好广东

2024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含

研究生）就业工作。

毕业生可以在“广东教育”微信公众号，

菜单栏“微政务”中选择“大学生就业创业”，

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完

成生源信息绑定和完善毕业生个人信息 ，提

交简历， 便能自动接收与毕业生匹配的求职

岗位信息。 高校毕业生可在“广东大学生就业

创业”微信小程序中创建简历、找工作、拿

of-

fer

、查询档案去向、在线签订《就业协议书》，

一站式办理就业相关业务。

广东省教育厅要求， 广东各承办高校要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稳妥组织

好活动， 尽最大限度为高校毕业生求职和用

人单位招聘提供便利条件， 确保高校毕业生

顺利就业。 要强化信息审查责任，健全信息安

全保护机制，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安全教育，开

展求职安全及法治宣传教育。

（孙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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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国际货运江苏公司：

代理中石化进口澳煤

首航靠泊南京港

9

月

28

日

19

时，装载着

5.8

万余吨澳大

利亚动力煤的“达欧”号海轮靠泊南京港新生

圩码头。 此船是中石化国际事业华南有限公

司首次以一船两港模式（舟山减载）进口澳大

利亚煤炭业务。

由于是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将对

客户的保供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中钢国际货

运江苏公司多方沟通， 积极协调相关口岸单

位，最终在

28

日当天就办理好了所需通关手

续，保障了客户的供应链稳定。

中钢国际货运江苏公司耐心、高效、专业

的服务为客户留下了深刻印象， 充分展现了

中钢国际货运的品牌价值与核心竞争力。

（戴清源）

东山

5GW

高效单晶硅电池项目

举行开工仪式

10

月

9

日，中交三航局承建的东山

5GW

高效单晶硅电池项目厂房及配套设施工程开

工仪式在项目现场举行。

该项目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海岸

保税仓西侧片区

1

号地块， 总建筑面积为约

112364.8

平方米。 建设内容为电池车间（采用

框架结构加网架结构形式， 单层高度为

16.8

米，单跨度为

42

米 ，建筑面积为

6.8

万平方

米）、综合仓库、动力站及地下水池、食堂、特

气站、硅烷站、氮气笑气站、化学品库及危废

库、空分站、废水站、门卫、宿舍楼和停车棚等

室外配套附属设施。

东山

5GW

高效单晶硅电池项目全部建

成投产后，为东山县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

优势。

（宣萱）

福建省南平市有

700

多座小水

电站， 小水电装机容量在全省排名

第三。 这些小水电站，有的地处偏僻

郊野， 安全监管难； 有的投运时间

长，设备陈旧问题多，维护成本高；

有的缺乏技术人才，管理落后，运行

效益低……

如何改变现状，实现小水电站

安全和绿色发展目标？ 南平市积极

探索“智能管家”运营模式，鼓励社

会资本投建水电站集控运行维护

中心，通过对水电站设备进行技术

改造， 推动安全生产管理转型升

级，逐步实现小水电站远程智能监

控、故障自动报警、

App

（应用程序）

实时管控。

到

2023

年， 南平市已建成

4

个

规模化集控运维中心。

集约管理

南平亿华源水电集控中心是

4

个集控中心之一。 走进南平亿华源

水电集控中心， 满墙的

LED

显示屏

映入笔者眼帘， 各个电站机组的实

时运行数据和监控视频一目了然 。

工作人员正在屏幕前的电脑端查看

电站运行情况。

“延平区深坑一级、二级水电站

位于塔前镇的山区地带，交通不便。

此前， 两座电站运维人员专业水平

低、误操作多，电站安全生产隐患较

多。 ”工作人员说，深坑一级、二级水

电站通过自动化设备改造、 安装远

程监控设备以及将数据接入集控中

心平台等措施， 成功实现电站无人

值守的标准化、集约化管理。

改变不只发生在延平区。“针对

全市小水电站分布‘散、小、多、远’

的特点， 我们将全面推行集约化管

理。 ”南平市水利局副局长张华说。

统一调度

“位于同一流域的水电站可以

通过集控平台进行统一调度， 确保

效益最大化。 ”张华介绍，深坑一级、

二级电站位于闽江流域， 两座电站

接入集控平台后， 可实现电站机组

远程启闭，从而实现梯级调度。 两座

电站年平均发电量从

345

万千瓦时

提高到

400

万千瓦时，设备故障率、

停机率降低，电站效益大大提升。

小水电集控中心组建了专业运

维队伍， 定期对接入的电站进行巡

检，及时处理电站突发故障，保障电

站安全稳定运行，实现智能监控、快

速响应、集中运管。 据了解，目前南

平已有

70

余座小水电站通过智能

化改造接入

4

家小水电集控中心。

从近年来运营情况来看， 因集中管

理、资源共享、规范运营，各个小水

电站平均运维成本减少

10%-40% ,

企业增效

5%-20%,

取得了良好的降

本增效成果。

智慧控制

“通过视频监控 、水情分析 、数

据监控与分析、智能调度等系统，我

们能第一时间监测到接入的水电站

运行是否安全、设备是否发生故障，

为及时进行专业化检修打好基础。 ”

南平亿华源水电集控中心负责人陈

敏说。 不同于以往一般的自动化改

造，集控中心平台能够通过水浸、流

量、 大坝监控等传感器采集电站电

气、电量、能耗等数据，实现全方位

数字化监测，保障电站安全运行。

在各类传感器传送的数据支撑

下， 集控中心平台实现对流域内生

态数据、报警信息、发电机组运行信

息以及发电功率等相关数据的实时

监控。

集控中心还研发了

App

， 业主

打开

App

就能随时查阅电站实时

运行情况 ，控制水轮机组启闭 。 同

时，

App

还能出具大数据应用报告，

为优化调度及故障检测提供数据

支持。

今年

6

月 ， 水利部国际小水

电中心到南平调研， 对南平开展

的小水电站集约化管理探索给予

充分肯定。 南平市将持续深入推

进小水电站集约化智能化管理取

得新成效 。 （魏佳）

福建省南平市：

探索“智能管家”运营模式

提升小水电站现代化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