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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中国 广角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职业技术
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支持，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也日益增长。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上，
职教人才表现优异，充分展现了技能人才的成长活力。

新职业赛项受热捧

人工智能训练、互联网营销、全媒体运营、服务机器
人应用技术……与首届大赛相比，本届大赛增加了20个
新职业和数字技术技能类赛项。记者注意到，物联网
安装调试赛项作为其中之一，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这一赛项考察选手对物联网基础应用场景搭建
和调试、安装的能力。”该赛项现场技术保障人员徐鹏
介绍，选手需要利用相关设备实现在智慧农业、智慧
家居、智慧工厂等场景中搭建物联网系统的任务要求。

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物联网安装调试赛
项的支持方。公司高级产品经理吴绪林说，随着我国
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布局日趋完善，企业对物联网相关
岗位的人才能力要求也在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职业
院校开设物联网相关专业，学习内容贴近企业实际需
要，为企业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2022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22年版）》中，将“整理收纳师”正式纳入居民服务
人员职业类目中，使之成为增加的 158 个新职业之
一。在本届大赛中，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代
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副教授罗欣作为选手参加了家
政服务（整理收纳）项目的比赛。

“整理收纳师是新职业，市场需求很大，学校开设
的相关专业今年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生，实现了 100%就
业。”罗欣说。

“新职业的背后是新业态的支撑，体现出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正迈出坚实步伐，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
新机遇和就业的新空间，这对于增强新职业从业人员
的社会认同、促进就业创业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届全
国技能大赛执委会技术保障部副部长李战强说。

职教人才前路广阔

9月 20日一早，广东代表团的“00后”选手方灿豪
踏上了回家的路。在本届大赛的移动机器人赛项中，
他和队友蒋家俊发挥出色，斩获这个项目的金牌。

“作为一名职教学校毕业生，能够在全国技能大
赛上收获金牌，觉得特别激动。”方灿豪说，与普通教
育相比，职业教育更注重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的培
养。职教人才能在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得益于近年
来国家对职业教育高度重视，为职业教育人才搭建起
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长的人才培养“立交桥”。

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
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
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
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
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目标，在职业教育服务
实体经济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技能
人才总量已超2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26%以上；高技能
人才超过6000万人。通过提质培优、产教深度融合，我
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质量较高的职业教育体系，为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职教发展仍需久久为功

科技的进步使得新型技能人才源源不断涌现，对
技能人才也提出了新需求。天津市人社局职业能力
建设处处长吴立国举例说，同一个职业工种如今的考
评内容与 10年前、20年前大相径庭，社会对技能人才
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提升。

在大赛期间举办的技能强国论坛上，与会专家共
同探讨了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杭州萧山技师
学院院长许红平表示，当前职教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
仍不十分匹配，生源素质不高、教学要素不全等问题
仍然存在，需要各界共同应对。

技工院校是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的重要载体，如何下好“先手棋”？许红平认为，新时
代技能人才培养应当着力提升人才的创新技能和数
字技能，高起点规划技师学院、高水平建设专业集群，
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产业需求。在教学方面，也要逐
步探索差异化、个性化的教学方式。

“要推进职业技术教育的绿色化和数字化双重转
型。”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
克认为，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带来了新的产业变革，也给
职业技能岗位要求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带来了新的挑战。

龚克表示，高技能人才必须是善于运用智能工具的
优秀数字化人才，也必然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化人
才。“为了实现这样的要求，我们的职业教育也要实现
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他建议，不仅要在职业教育中
增加关于可持续发展和数字技术的课程，还要建立相应
的教学体系。让人才打牢科学基础、提升数字能力，实现
专业交叉，最终实现知行合一。新华社天津9月20日电

预防牙周炎，牙线、牙
刷、牙缝刷是口腔护理的“三
宝”。

根据中华口腔医学会公
布的老年人口腔健康核心信
息，老年人只要口内还有牙
齿，就应每天早晚刷牙，晚上
睡前刷牙更重要。刷牙时不
可大力横刷，以免损伤牙齿
和牙龈。老年人需根据牙缝
大小选用邻面清洁工具。牙
龈萎缩不明显者，可选用牙
线。牙龈萎缩、有明显牙缝
者，可选用牙间隙刷，并根据
牙缝大小选择不同型号，使
用时不要勉强进入，以免损
伤牙龈。

王月红提示，控制牙周
炎最关键因素不完全在医
生，更重要的是个人长期坚

持保持口腔卫生，进行有效
刷牙，采用多种牙齿清洁手
段如牙线、牙间隙刷等，控制
菌斑，这样才能防止牙周炎
进一步发展。

年轻人如何关爱老年人
的口腔健康？广西壮族自治
区江滨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龙
艺建议，除了可以为老年人
定期更换牙刷外，也可经常
询问老年人牙齿是否出现不
适，若长期出现不适需及时
就医。同时，把口腔科的检
查安排在老年人全身检查
内，老年人口腔疾病的患病
率高、自我修复能力弱，因
此，老年人需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口腔健康检查。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
一线观察

牙周状况是全身健康的“晴雨表”

年龄并非“老掉牙”的真凶

一些老年人在口腔疾病
防治中存在认识误区，比如
有的老年人认为，年纪大了，
出现掉牙是正常现象，“老掉
牙”是自然规律。但事实却
并非如此，年龄并不是牙齿
脱落的元凶，以牙周炎为首
的口腔慢性疾病才是主要原
因。

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修复科种植科主任王月红介
绍，牙周炎早期表现为牙龈
红肿、刷牙出血、牙周袋形
成，晚期则是牙龈退缩、牙齿
松动移位，严重者会出现牙
齿松动或脱落。

“牙周炎的罪魁祸首是
堆积在牙面和牙龈下的菌斑
和牙石，导致牙龈形成深的
牙周袋，并破坏牙根周围的

牙槽骨，就像大树失去了树
根周围的土壤，自然也就会
松动了。”王月红说，对于这
类伴有牙齿松动的重度牙周
炎，首要任务是控制病情，没
有保留价值的严重松动牙需
要尽早拔除。

专业医师表示，现在针
对牙周疾病的治疗主要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牙周
基础治疗，以控制感染为主
要目的；第二阶段则是综合
治疗，以恢复功能和美学为
主要目的。

同时，王月红提醒，对于
牙周炎治疗效果要有合理的
预期，牙周炎经过治疗，可以
控制病情不再发展，但并不
能使已经丧失的牙槽骨和萎
缩的牙龈重新长回来。

预防牙周炎 口腔护理有“三宝”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影响咀嚼、发音等生理功能，还与脑卒
中、心脏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有密切
关系。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宣传主
题是“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副主题是“关爱
老年口腔 乐享健康生活”。什么是牙周
病？有哪些老年口腔问题值得关注？记者采
访了业内人士与专家。

牙周病是发生在牙齿周
围组织的疾病，它会侵犯和破
坏牙周的支持组织，对牙齿的
周围组织造成一种不可逆的
损伤。

中日友好医院口腔医学
中心牙周科负责人乔敏介绍，
牙周疾病是和全身健康最相
关的一个领域，可以说牙周状
况是全身健康的“晴雨表”。
研究显示，牙周病和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肝肾疾病等有
密切的相关性。

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
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
国老年人群中每 10个人里只
有 1个人的牙周是健康的。在
老年人对牙周病的知晓情况
方面，30%多的人不知道牙龈

发炎是由细菌引起的。
“牙周病会造成多方面的

影响。”乔敏说，首先是导致多
颗牙“受累”，牙周一旦得病往
往是论“排”而不是“颗”，这是
成人拔牙的首要原因。牙周
病一旦发生或者快速进展，治
疗周期会比较长，对牙齿的功
能美观和患者生活质量都会
造成很大影响。

此外，牙周疾病和全身疾
病存在双向作用。专家介绍，
以牙周炎和糖尿病为例，重度
的牙周炎一定会影响血糖的
控制，进而增加糖尿病并发症
的风险。反之，一个患者的血
糖如果控制不理想，多发的脓
肿牙龈也容易反复地发炎化
脓。

健康从口腔开始
告别“老掉牙”

——2023年全国爱牙日聚焦老年牙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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