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23年底，我市职业技能

培训30.71 万人次

脱贫劳动力、易地搬迁劳动力、

农村低收入劳动力；

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

退役军人、残疾人等；

企业职工

紧抓33 类重点对象开展技能培训

新增
高技能人才
6.46 万人

新增
技能人才

18.54 万人

企业评价机构127家

院校评价机构26家

社会评价机构43家

专项能力评价
机构24家

截至目前，
全市有备案评价机构220家

□制表 王玉

初步满足了我市各行业、
各类职业的评价需求

以匠心谋划打造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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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品牌富裕一方百姓3

核心提示

社会对技能立身、技能
成才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
群众、职工参与技能培训的
积极性进一步提高，技能培
训和评价取证制度建设进
一步规范，技能培训促进就
业带动增收的作用进一步凸
显……自我市“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工作启动以来，
改变悄然发生。

人人持证，拓宽就业增收路

以一技之长端稳就业饭碗2

【关键词】

技能培训 人人持证

□本报记者 蔡文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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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就业
之源。“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是
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实施技能人
才工作的一项战略工程、民生工程。

如何把这项民生工程打造成民
心工程，真正让百姓得实惠、能增
收、有发展，我市下了大力气。

我市将其定为2023年全市“十
项重点民生实事”之首，制定工作方
案，围绕3个方面10个专项，明确目
标任务、时限要求及责任单位；构建

“政府主导、人社牵头、部门参与、县
区共建”的工作格局，采取“周调度、
月通报、季考核”推进机制，成立工
作专班，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全面压
实各方责任。

鼓励哪些群体重点参加培训，
怎样科学设定培训内容，如何创新
方式进一步扩大培训覆盖面、提升
培训质效？这些都对“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工作的成效和认可度
产生直接影响。

在应培尽培、愿培尽培的基础
上，我市紧抓3类重点对象开展技能
培训。一是脱贫劳动力、易地搬迁
劳动力、农村低收入劳动力，以一技
之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和美
乡村；二是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
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以技
能提升促进稳定就业；三是企业职
工，加大直补企业力度，鼓励企业广
泛开展技能培训，以员工素质提高
增强企业竞争力。

“目前，招工难和就业难结构性
矛盾依然突出，影响就业的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解决这些问
题，技能培训是关键。”市人社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在课程安排上，我市
从实用性、建设性、前瞻性3个方面
发力，聚焦快速精准就业，开展特色
小吃、家政服务、养老护理、盲人按
摩等技能培训，确保实际实用；聚焦
传统产业升级，开展文化旅游、种植
养殖、电工电焊、煤炭综采等技能培
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再造新
优势；聚焦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培
育，开展尼龙新材料、特钢不锈钢、
生物医药、碳新材料等技能培训，推
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同向发力。

思路清晰、方向明确、工作扎
实，得益于前期的深厚积累，我市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进入快
车道，不断释放强劲的发展活力。

周先锋等4位一线技术工人被聘
为首批首席技能大师，按规定享受集
团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倍的高薪；张
治军等 10位技术人员被聘为首批首
席技术专家，享受所在单位领导班子
副职年薪待遇……在中国平煤神马，
技能带来的获得感实实在在。

“我们配套出台了相应的激励政

策，包含薪酬待遇、岗位晋升等。在政
策指挥棒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技术
工人重视技能培训、积极参加技能培
训，希望通过技能培训实现向高技能
人才的转变。”据中国平煤神马相关负
责人介绍，“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工作开展以来，该集团已新增技能人
才5万余人。

深入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持证是“牛鼻子”。

近年来，我市持续完善职业资格
鉴定、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专项职业能
力考核制度，积极构建多元评价体系，
实现技能类职业（工种）全覆盖。

一方面，我市鼓励企业充分发挥
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主体作用，支持企
业自主开展技能岗位人员定级、晋级
评价，服务和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技
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另一方
面，我市探索创新院校学生评价政策，
在技工院校、中高职院校中探索推广

“课证融通”评价模式；改革评价收费
模式，实行政府补贴，符合条件的劳动
者均可在清单内的机构免费参加评
价。

截至目前，全市备案评价机构220
家，其中企业评价机构127家，院校评
价机构26家，社会评价机构43家，专
项能力评价机构24家，初步满足了我
市各行业、各类职业的评价需求。

一本证书，不仅是就业择业的通
行证，而且是劳动水平的证明。

叶县马庄回族乡张庄村村民赵文
龙从事建筑装修行业8年多，过去因
为没有职业资格证，每月比别人少拿
1000 多元钱。“村里宣传说有免费培
训，培训完了可以考证，我二话没说就
报了名，现在有了证，我一个月也能拿
七八千元工资。”他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实现“一
技在身、一证在手、一条致富路在脚下
铺就”。

叶县九龙街道张圪垱村村民孔帅
杰一直在浙江、北京等地打工，不久前
回家探亲，正巧，街道组织开展技能培
训，孔帅杰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
结果不但顺利结业，还在街道的推荐下
到昆山一家电子厂工作。“一听是叶县
的，人家二话不说都要了！出去后不再
下苦力，干的也是技术活儿，算是吃上
技术饭了。”孔帅杰兴奋地说。

叶县是劳动力资源大县，常年在
外务工人员17万人。近年来，该县把
加强技能培训作为抓好劳务输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持续擦亮

“劳务输出大县”品牌，赢得了良好的
市场口碑。

劳务品牌是一张就业名片，更是
一种质量认证。

我市从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发展、
规范化培育方面着手，深入推进“一县
一品牌”建设。对已经相对成熟的劳

务品牌，强化规范化管理服务，整合优
化资源，做强做响；对从业人员规模较
大，但还没有固定品牌的劳务产品，抓
紧确定劳务品牌名称，聚力品牌化发
展；对技能特点不突出、分布较为零散
的劳务产品，总结品牌特征，逐步引导
形成劳务品牌。

截至2023年底，我市职业技能培
训 30.71万人次，其中，新增技能人才
18.54万人，新增高技能人才6.46万人，
3项指标完成情况均位居全省前列。
同时，相继培育出汝州瓷器、舞钢织
女、宝丰电商等16个地域鲜明、行业领
先、技能突出的劳务品牌。

让群众就业有“术”、致富有“路”，
技能是关键。深入推进“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努力造就更多技术技能
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我市“壮大
新动能、奋进百强市”的步伐将更加坚
实。

郏县长桥镇，培训人员学习中医经络按摩知识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