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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服务与技术的全能手！他的本领，我们

心服口服。”这是同事们对经纬智能公司二级工

匠、技术服务师赵福军的评价。30 余年转杯纺纱

事业的执着坚守，日复一日地苦心钻研，紧贴市场

勇于开拓，紧贴客户善于服务，赵福军可谓是“技

术解决中有一手，创新改革中有一绝”。

3 月 4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经纬智能公

司，在赵福军的带领下了解着他的工作内容。他身

兼数职，不仅负责转杯纺产品的销售工作，也是新

产品布点、开拓新市场的干将，更是转杯纺产品的

技师、首席服务师。今年是他参加工作的第 36 年，

他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洒在其所热爱的转杯纺事业

上，与转杯纺产品“同呼吸，共命运”，为产品的发

展踏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2020 年初，受疫情影响，乌兹别克斯坦 6 台

JWF1618 型转杯纺纱机的安装工作已经耽搁了很

久。外方要求派出经验丰富的服务人员前去现场，

经纬智能公司第一个就想到了“金名片”赵福军，

但此时国外新冠疫情肆虐，他的母亲又处于重病

中。当领导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踌躇了一下便斩钉

截铁地回答道：“公司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保

证完成任务！”安顿好老母亲后，赵福军带着他的

徒弟踏上了前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飞机。

到现场，设施不完善、全新设计的产品、客户

的严格要求、紧张的工期……各种各样的问题给

安装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从最初的机械安装，

到后续调试处理，几个月的时间，他都没有睡好

觉，全身心扑在工作中，带领着徒弟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难关。在完成了自己设备安装的项目后，他还

主动协助并条机设备的安装，想方设法对当地机

修工进行了培训，为成套项目的整体推进作出了

积极贡献，客户也为他们献上代表最高礼仪的花

环，这是对他优质服务最好的肯定和见证。

曾经，经纬智能公司为加强售后服务，指派赵

福军常驻昆山公司。期间他辗转于周边三省一市

200 多个厂家，张家港、江阴、上海……转杯纺设

备成功运转的每一家客户现场都留下了他的足

迹。当时转杯纺技术还不成熟，可借鉴的内容很少，

他千方百计寻找相关书籍和资料，周边大大小小的

图书馆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

间都用在了钻研业务上。

正是凭着这种对学习永无止境的精神，作为“赵

福军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他紧紧围绕转杯纺存在

的重点问题、生产难题开展技术攻关和革新，3 年的

时间里完成创新成果 30 余项，获得 2 项国家专利、

晋中市总工会和公司的多项荣誉……其中，由赵福

军提出的“转杯纺纱快速调试法”，广泛应用于转杯

纺安装调试工作中，用工由原来的 4 人减少至 2 人，

安装周期由原来的 15 天缩短至 7 天，接头成功率达

99豫以上，进而降低设备售后成本每台近万元，使转

杯纺设备运行指标能达到国内同行业的较高水平。

赵福军常说：“干好一件事，要有攻坚克难的毅力和敢

于追求的胆量，我们的设备就是要敢于同国内知名企

业的设备比高低。”这是他的底气，也是他的实力。

同事们口口相传：“没有他装不好的设备，没有

他搞不明白的工艺。与转杯纺有关的疑难杂症，只

要交给他，大家就放心了。”

江苏一项目是转杯纺打开南方市场的重要合

同，然而在调试、运转过程中却出现了断头率高、能

耗大的现象。前去服务的人员在多次调试后均未取

得满意的效果。赵福军主动请缨前往客户现场，来

不及放下行李就去到了车间，一遍遍地调试，反复测

试记录寻找最佳搭配数据。通过自己总结的“调试

三要素法”，在现有工艺和数据不变的情况下整机功

率降低 9.24%，不仅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更促成了后

续 14 台转杯纺订单的签订。

36 年来，赵福军的手机从未关机，每天不停歇

地电话沟通，不管多晚，他总是竭尽全力设法解决，

确保客户、同事的需求落到实处。他常说：“对现场

设备要熟悉，对原理要清楚，对规程要了解，这样才

能把工作做好做实。安装服务最宝贵的莫过于以过

硬的服务给客户信心。无论有多少挑战，我都毫不

退缩，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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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数字经济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在不断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业态、新就业形态出现的同时，也对我国劳

动力市场的格局与人才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

业的目标，亟须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提升劳动者

数字技能水平，以尽快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深

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实现劳动力供需匹配。

从理论上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就业既有“创造效应”，也有“挤

出效应”。数字经济催生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创造了

大量新就业形态，诞生了许多新岗位。但同时，数字经济对就业的

“挤出效应”也较为明显，一些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旧职业被淘

汰。与以往三次技术革命不同的是，数字技术革命不仅会替代低技

术劳动力，还出现了向中等技术劳动力替代蔓延的趋势。以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为例，有可能被其替代的岗位包括普通程序员、数据

录入员等部分具有一定技术要求的职业。正是因为数字技术的这种

特点，才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极化现象”，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越

来越向高低技能劳动者聚集，而对中等技能劳动者需求下降，这也

是导致部分劳动者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积极作用，就

是要使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并且在扩大就

业的同时推动就业质量的提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净增了 158 个新职业，其

中首次标注了 97 个数字职业，占职业总数的 6%。为适应数字经济

的发展，在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上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其一，加快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速度，不断完善终身教育培训

体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技术

技能要求进行跟踪，以此作为技术技能培训的目标。职业技能培训

体系的建设，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等多方主体协同发力，形成以政

府部门为主体，企业和社会全方位支持配合的合作机制。

其二，以优化就业结构为目标，培养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

要的技能。数字经济推动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将

引发就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不仅表现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

业的比重仍将进一步上升，还表现在三次产业结构内部也将发生深

刻变化，特别是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扩大。结构性就业问

题产生的根源在于部分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不能适应新技术的需

要。因此，必须以提高劳动力素质为抓手，优化就业结构，适应产业

结构升级优化的需要。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大学毕业生群体的

技能水平，加强校企合作力度，在普通高校探索“知识垣技能”的培

养模式，推广以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微课程”，让大学生在获得

文凭的同时，也能够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就业市场的适应能力。

其三，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让更多劳动者享受到技术

发展带来的红利。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突破了地域、时间

等方面的限制，使劳动者能够自由灵活地参与就业活动并获取收

入，即便是地处偏远地区或是身有残疾的特殊群体，也能够在数字

经济中找到就业的机会。因此，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辐射面广、普惠

性强的功能，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扩大带动就业

的范围，尽快消除“数字鸿沟”。

第四，高度重视技术伦理建设。技术的发展必须符合人类伦理

的基本要求。与大多数传统技术不同，数字技术具有更强的隐蔽性。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违反技术伦理的现象，比如利用算

法优势将劳动者困在系统里，或设置隐蔽性门槛造成就业歧视。因

此，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技术的先进性，还要考虑技

术使用的目的、手段及后果的正当性，实现劳动者体面就业。这是经

济与社会发展理论的根基，也是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和实现体面就

业的重要基础。

第五，各级工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做好职工发展和技能提升工

作。在数字经济时代，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是做好工会工作、更好促进

职工发展的必要手段。2023 年底，全总发布了《全国总工会应用人

工智能行动纲领》，正式启动应用人工智能行动。要抓住重大战略机

遇，广泛推动人工智能在全国工会系统中的应用，把人工智能的应

用作为满足职工群众多样化需求的关键工具，大力提升工会服务职

工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运用数字技术更加系统和精准地研发适应职

工需求的技能提升手段，拓展培训内容和途径，更好促进职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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