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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才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快构建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策支持、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高技能人才工作体系，技能人才工作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蓬勃发展，全省技能人才数量已经从2022年底的524.5万人增长到567.3万人，其中，高
技能人才数量从133.5万人增长到145.6万人，技能人才的层次结构逐步向更为合理的“纺锤形”转变。

核心
提示

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王志刚

沈阳市聚焦培养产业发展急
需紧缺技能人才，构建政策体系，
优化技能人才发展环境，在全国
首 创 职 业 院 校 专 业 建 设 补 贴 政
策，首次给予 50 万元至 100 万元
的补贴资金。在全省率先启动技
能人才职称评审，163 人获得专业

技术职称。对各类企业全职新引
进的非沈阳市户籍、年龄在 55 周
岁以下的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
手”和“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在
沈阳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房，分
别给予 1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
补贴。创新对接收“订单班”毕业
生的企业按每人 5000 元标准给予
一 次 性 培 养 奖 励 ；对 参 与“ 双 元

制”校企合作成效显著的企业择
优给予 50 万元至 100 万元补贴。
成立沈阳都市圈“政校企·园”高
技能人才培养联盟，面向广大劳
动者积极开展多层次技能培训。
发布“2023 年度沈阳工匠薪酬指
数”，进一步释放了从“多劳多得”
向“技高者多得、优劳者优得”转
变的强烈信号。

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技能
人才工作，不断调整优化政策，着力
打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的技能人才工作大格局。2022 年，
省人社厅编制发布了“技能辽宁行
动”实施方案和职业培训、技工教育
两个“十四五”规划。2023 年，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强新时代辽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的实施意见》，提出叫响“辽宁工匠”
品牌，塑造“辽宁好技工”形象。2024
年 7 月，省人社厅等七部门又联合出
台《辽宁省高技能领军人才专项培
育计划实施方案》，明晰以高技能领
军人才培育为牵引，重点围绕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型工业化
体系、助力全面振兴新突破提出 9 条
强企兴企、育才留才政策举措，实现
技能人才培养、选拔、评价、激励机制
与时俱进。

创新实施多元职业培训模式。
锚定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紧贴 4
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和 22 个重点产业

集群，面向各类就业重点群体和企
业职工在不同就业创业阶段实际情
况，针对性提供劳动预备制培训、高
校毕业生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
训、新型学徒制培训、岗位技能提升
培训、创业培训等不同类型服务，落
实培训补贴政策。定期发布急需紧
缺职业（工种）目录，动员各类优质
资源向职业培训和技能人才培养领
域集聚。每年通过统筹各类专项资
金，支持各类企业院校建设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站），对入选的国家级和省级基地，
分类分档给予最高 700万元和 300万
元补助，对入选的国家级和省级工
作室（站），分类给予最高 30 万元和
10 万元补助，接力高标准建成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53 家、省级技能
大师工作站189家。

着力发挥技工院校在技能人才培
养中的主阵地作用。立足辽宁产业发
展和市场需求，整合优化全省职业教
育资源，组建辽宁技工教育联盟，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推进工学一
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做优做强技
工教育，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传
授、技能培养融合统一，持续推动技工
院校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大力支持
技工院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举办各
类职业技能竞赛，引导企业充分发挥
职业教育主体作用，采取“订单班”“定
向班”“冠名班”等形式，精准培养企业
所需、“即来即用”型技能人才。全省
现有招生办学的技工院校68所，在校
生 7 万余人，每年为企业定向输送青
年技能人才 2 万余人，较好地促进技
能人才培养与企业用工需求无缝衔
接、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劳动力和人才终身职业技能培
训体系趋于完善。我省把符合条件
的新成长劳动力、失业人员、在职职
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等城
乡劳动者及时纳入职业培训范围，培
训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化、社会化的
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初步形成。两年
来，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省

累计开展各类培训 50.5 万人次。组
建辽宁技工教育联盟，每年为企业定
点输送青年技能人才2万余人。技能
人才综合能力不断提高，技能人才结
构更趋合理，18-45 周岁技能人才占
比达到 74.5%，技能人才年龄结构呈
现后继有人的“金字塔”形。

深化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稳
妥有序推进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
充分发挥企业技能人才评价主体作
用，通过全面推行“新八级工”制度，
累计开展自主评价 25.9 万人次。其
中，评聘特级技师 353 人、首席技师
125 人，涵盖石油开采工、电工、焊工
等 57 个职业（工种）。全省累计颁布
专项职业能力目录清单 5 批次，设置
320项考核项目，5.8万人次取得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有效拓宽技能劳动者
职业发展通道。加强第三方社会评
价组织建设，制定《辽宁省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工作指导手册》和《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命题开发与题库建设工
作指引》，承担完成3个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开发、编写 3项国家级教材、2项
国家级题库开发、5 个国家职业标准
技术审定，累计开展社会化评价 50.2
万人次。

我省加大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
匠的培养力度，强化高技能人才激励
机制，将“辽宁省优秀高技能人才”和

“辽宁工匠”两个项目合并实施，统一
纳入新一轮“兴辽英才计划”，共评出
170 名优秀高技能人才，对入选的辽
宁工匠、辽宁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
辽宁技术能手分别给予 10万元、8万
元、3 万元一次性奖励。我省高技能
领军人才不断涌现，截至 2024年 9月
底，全省共有 1830 人次获批国家级、
省级优秀高技能人才。其中国家级
层面 269 人次：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24人、全国技术能手156人、政府特殊
津贴获得者89人；省级累计评出1541
人次：功勋高技能人才四批 21 人、有
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五批 250 人、辽
宁工匠两批 195 人、历届辽宁技术能
手 905 人、“兴辽英才计划”优秀高技

能人才170人。
充分发挥以赛促建、以赛促学、

以赛促训的作用，全省技能人才竞赛
成绩不断攀升。每两年以省政府名
义举办一次全省职业技能大赛，每年
由省人社厅、省总工会会同各行业部
门联合举办全省职工技能大赛系列
活动，14 个市、各行业部门举办各类
区域性、行业性竞赛每年超过 50 余
项，积极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和国家各
类职业技能大赛。2022年11月，铁岭
技师学院姜昊在世界技能大赛特别
赛上获得工业控制项目金牌，实现辽
宁世赛金牌“零”的突破。

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深
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
需要更多的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
国工匠。培育“辽宁工匠”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需要在全社会大力
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
的良好氛围，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

为振兴之业筑人才之基 让有“技”青年一展所长
——全省567.3万技能人才主战场建功立业

本报记者 徐铁英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戴紫童

近年来，大连市持续构建以
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技能大赛为
引领，全省技能大赛为龙头，市级
技能大赛为主体，行业专项竞赛、
企业岗位练兵和院校技术比武为
基础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做大
做优技能人才队伍规模。连续开

展 14 届大连市职业技能大赛，平
均每年开展市级各类赛事 30 余
场，涉及职业工种百余个，带动超
过 50 万人次参赛，为技能人才脱
颖 而 出 搭 建 广 阔 舞 台 。 以 赛 促
育，筑牢技能人才培养根基，实施

“技能大连行动”，加大资助力度，
支持企业、院校高标准建设世赛
中国集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 78 个国
家级、省级基地项目，支持技工院
校积极转化竞赛成果，对参加世
赛、国赛、省赛等高水平综合赛事
获奖选手给予奖励，将世赛获奖
选手、教练组组长、国家集训队选
手等纳入高层次人才综合服务体
系，落实安家落户、岗位津贴等相
关政策。

鞍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何可可

鞍山市人社局紧紧围绕产业发
展需求，全面提升职业能力建设质
效，培育“钢都英才”，夯实技能人才
储备。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通过冠名班、订单班等
方式，先后与鞍钢建设集团、辽宁紫

竹集团、辽宁雨虹集团等企业开展战
略合作。指导技工院校开设焊接加
工、电子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等与
企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专业，鞍山技师
学院冷作钣金加工、机械设备维修、
铆焊加工专业被评为辽宁省精品专
业。聚焦重点行业企业及急需紧缺
领域，动态调整政府补贴培训项目目

录和承担政府补贴培训项目机构目
录。优化技能人才成长环境，依托企
业培训中心、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技能大师工作室（站）等，大力培养高
技能人才。鼓励指导企业结合生产
经营特点和实际需要，面向本企业职
工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推进“新
八级工”制度落地落实。

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张 静

锦州市紧紧围绕“6+1”重点产
业，以品牌创建为抓手，以产业龙头企
业为引领，以各类社会培训机构、职业
院校、技工院校等培训主体为依托，聚
焦锦州市工业制造、家政服务、生活餐
饮等培训需求广泛、吸纳就业能力强

的行业，着力创建具有锦州特色的技
能培训品牌，坚持走“政府扶持+品牌
支持+就业落实”的培训品牌发展之
路。依托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创建
锦州化工技术培训品牌，与锦州石化、
锦州港等大中型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
议；依托锦州市装饰协会创建锦州装
饰工匠培训品牌；依托烧烤行业协会

创建“锦州烤匠”品牌，已带动从业者
近10万人。积极拓展数字领域高技
能人才开发与培养能力，已有5所高
校和中职院校开展数字领域的人才培
养和社会评价考核，全市取得网络安
全管理员技能等级合格证书500余
人，取得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技
能等级合格证书近百人。

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李奇志

营口市树立大就业、大人才观，
坚持构建以政府补贴培训为主，行业
部门培训、企业自主培训为辅的职业
技能培训模式，不断健全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体系，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推
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举措。围绕
产业发展、企业需求和群众期望，按季

度动态调整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目录152个，制订操作灵活、针对性强
的培训计划，让更多群众成为素质更
高、能力更强的技能型劳动者。开展
技能人才评价，推行“新八级工”制度
落实，不断支持企业开展自主评价。
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才贯通评
价通道，依托评价机构组织开展专业
技术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大

力发展技工教育，引导技工院校坚守
定位、保持特色，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
于高技能人才培养。大力推行工学一
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推行“产教评”相
结合，在深度产教融合的基础上，实现
技能人才的有效供给。开展技能竞赛
活动，提升就业引领力，随着经济结构
的转型升级，各领域对高技能人才的
需求日益迫切。

盘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张 皓

盘锦市依托辽河油田、华锦集团
等重点企业，整合辽河石油职业技术
学院等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中高级技
能人才的培养培训，拓展培训领域，把
餐饮服务、汽车零配件制造、手机配件
制造、应急消防保障等新兴产业逐步

纳入培训体系。依托盘锦高新区重点
化工、科技等企业和福德汇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盘锦高级技工学校、华锦集
团3家省级示范培训基地，联合打造

“政企校”高技能人才培训联盟。连续
组织开展“盘锦工匠”评选活动，对获
评工匠进行表彰并给予5万元一次性
奖励。目前已开展盘锦工匠评选 4

次，共评选盘锦工匠29人，涉及集输
工、石油钻井工、中式烹调师等30多
个工种。实施“新八级工”制度，共认
定特级技师149人、首席技师20人。
切实发挥技能大师工作室（站）在集聚
人才、打磨技艺、技能攻关和技能传承
方面的“传帮带”作用，提升高技能人
才的综合培养效能。

辽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王 浩

辽阳市坚持把全民技能提升作为
促进创业创新、助推产业转型的关键举
措，为催生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
撑。建立并逐步完善“人才需求—人才
培养—技能提升—技能等级认定—激

励政策”全流程多元化的高技能人才培
养模式，精心打造国家、省、市三级高技
能人才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站）建
设项目，截至目前，共建成国家级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2家、国家级大师工作
站3个、省级职业技能培训示范基地3
家、省级大师工作站8个、市级大师工
作站31个。积极搭建企业新技术攻

坚克难、新工艺创造创新、新标准研发
推广、高技能人才交流提高的工作平
台，大力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辽宁工匠，积极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
工作。截至目前，获评“辽宁工匠”11
人，2021年以来辽阳市新增技能人才
40563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技能人才支撑。

丹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卢学坤

丹东市不断完善技能人才政策和
举措，出台奖励办法，鼓励17所驻丹职
业院校促进本校毕业生留丹就业创业，
支持609家丹东重点企业吸纳驻丹职业
院校毕业生就业，给予符合条件的院校
书记和校长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按照吸纳毕业生每人1000元的标准给
予重点企业最高20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采取直接考察的方式将在全国和
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奖的6名选手公
开招聘到丹东市技师学院任教。丹东
市就业人才中心和丹东市技师学院分
别与沈阳、扬州两所职业技术学校签订
合作协议，互通教学物资、师资。因地

制宜开展第一届和第二届“手表制作大
师”评选活动，共评选出12名“手表制作
大师”和16名“手表制作技术能手”，分
别奖励1万元和3000元。今年第四季
度，将开展丹东市“百企百人”青年技能
能手评选活动，组织全市规模以上企
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雏鹰瞪羚企业参与。

打造技能人才培育新高地 以技能竞赛助力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铁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仲崇艳

铁岭市深入实施“技能铁岭行
动”，围绕服务铁岭“五大基地”建设，
打造世赛品牌，发扬世赛精神，推进技
能人才培养。建设高标准世赛中国集
训基地，将世赛先进标准融入人才培
育过程，推动竞赛标准向教学标准转

化。铁岭技师学院连续四届被确立为
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控制项目中国集训
基地，累计投资2000余万元高标准建
成世赛集训基地和生活配套设施区，
承办了人社部“7·15世界青年技能日”
活动和辽宁省“技师杯”技能精英挑战
赛。以2022年世赛特别赛冠军学院
教师姜昊成长成才经历为导向，创新

开展“冠军进校园榜样助成长”巡回报
告活动，以世赛精神激励青年提升技
术能力。完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制
定出台全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每年组织举办铁岭市职业技能大赛，
打造全市技能劳动者展示技艺、比学
赶超的竞赛平台，已通过大赛晋升高
技能人才462人。

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魏宏远

朝阳市积极参加国省大赛，
不断积累经验，建立了相对完善
的“培养、选拔、竞赛”联动体系，
以赛促训、以赛促培、以赛促建，
充分发挥了大赛在破解就业结构
性矛盾、推动职业能力建设工作
方面的作用。三年间，累计举办

市级职业技能竞赛 3 场次，承办省
级比赛项目 13 项，组织参加国家
级竞赛 1 次，让高技能人才的社会
认 可 度 和 职 业 含 金 量 大 幅 度 提
升。指导各职业院校紧抓前沿风
向，不断调整专业结构，打造地区
行业品牌，每年有 20 余万名技能
人才通过“朝阳油田钻井工”“凌
源花匠”等国家级、省级劳务品牌

走向全国各地。在培养、竞赛、就
业三方面联动发力，聚焦产业发
展人才需求，梳理全市 339 家园区
企业的用工需求，指导技工院校
完善对接企业标准、调整人才培
养方案及培养模式，三年来累计
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 5
万人次，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企业
用工 7.5 万人次。

产教融合培养新型技能人才

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黄文来

近年来，抚顺市主动适应产业转
型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聚
焦化工和精细化工、冶金高端新材
料、装备制造等10个产业集群，以技
工教育培训为切入点，积极推进技工
院校校企合作，推动高技能人才培养

与产业发展协力同行。技工院校主
动适应产业发展创新课程建设，让课
堂走入生产车间，将职业岗位纳入人
才培养全过程，将职业标准纳入专业
教学。校企互聘共培，实现师资深度
融合，聘请企业工匠劳模、技术骨干
担任学校“兼职教师”，组织院校教师
入企上岗实践，参与企业技术攻关、

专业技术研究及科研成果转化。校
企互建共享，建设同舟共济的实训基
地，通过“学徒制班”“订单班”等多种
形式，实施“进校即进厂、招生即招
工”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
抚顺市技工院校与企业合作培训技
能人才2万余人，为企业转型发展培
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葫芦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 剑

葫芦岛市坚持技能强市、技能富
民，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技
能人才队伍总量不断扩大、素质持续
提升、活力充分释放。以“兴葫英才
计划”为引领，出台人才强市若干政
策措施和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等系列政策，全力为技能人才成长进
步铺路搭桥。目前，已培养中华技能
大奖获得者3人、全国技术能手16人、

“辽宁工匠”10人、辽宁省突出贡献高
技能人才10人、辽宁省技术能手24
人、“葫芦岛工匠”46人。聚焦葫芦岛
市“4+8”产业，面向企业职工、职校学
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依托渤海造船

厂、市一职专等重点企业和院校，大力
实施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技能提升
培训。自2019年实施职业技能提升三
年行动以来，全市累计开展补贴性技
能培训超13万人次，先后培育省级劳
务品牌3个、市级劳务品牌9个，其中

“渤海焊工”“筝岛阿姨”等劳务品牌
已闻名省内外。

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朱海泉

阜新市以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
求职择业能力、稳定就业能力为导
向，持续推动技能培训资源下沉、形
式创新，引导各类培训教育资源向市
场急需、企业必需的环节集聚，积极
开展重点群体培训、新型学徒制培

训、毕业生专业转换和技能提升培训
工作。探索利用群众8小时以外空
闲时间创新开展“技能夜校”培训模
式，有效破解学员正常工作、生活与
培训之间的矛盾；开展“点单式培养”
技能提升培训，在培训对象和培训内
容上进行“高级定制”，实现培训由

“大众普适性”向“行业普适性”的转

变。聚焦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的所忧
所虑、所思所盼，深入实施技能脱贫
攻坚行动。深入实施民生保障工程，
探索实践“中医普惠应用，服务基层
社会治理”，广泛开展“普惠中医进基
层”活动，有效提升社区劳动者就业
创业能力和人岗对接精准度，力促基
层困难群体就业创业。

本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黄鹤春

本溪市把打造工学一体、校企双
制办学模式作为指导技工院校办学的
主攻方向，坚持“学生—学徒—技工”
的人才培养模式，狠抓技工院校教学
改革创新发展，不断提升教师教学科
研水平和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根据钢

铁冶金行业发展趋势，动态调整相关
专业设置，优化课程体系，推进教育教
学与产业深度协同、有机衔接，指导技
工院校加大与本钢集团等知名企业的
对接力度，根据企业用人需求实际，广
泛开展定单式培养、项目制培训、新型
学徒制培训、技师培训等培训项目。
指导辽宁冶金技师学院立足“校企一

体”优势，充分发挥专业设置辐射钢铁
全产业链的办学特色，“引校入企”建
立了18个产教融合型实训基地，投入
200余万元，率先在全省开发了“新型
学徒在线网站”和“学徒制培训综合管
理云平台”，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中国特色企业新型
学徒制”试点院校等多项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