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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_E6_8A_80_E8_83_c25_495717.htm 近年来，XX县立足县情，

结合实际，充分利用现有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加大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全县初步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

，劳动保障部门具体负责，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的技能人才工作新格局，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较快

进展。 全县现有技能人才队伍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参训人

员年龄结构较为合理。2004年来，我县共有6.26万人参加各类

技术培训，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其中培训的男性劳动力中

，1835周岁的2.46万人，3645周岁的1959人，4655周岁的1268

人，5660周岁的有192人；培训的女性劳动力中，1830周岁

的2.10万人，3140周岁的8304人，4150周岁的4721人,5155周岁

的652人。二是技能人才层次主要以初中级为主,高级技能人才

比较紧缺。全县现有初级技能人才2.66万人，占技能人才总数

的33.9%；中级技能人才5.03万人，占技能人才总数的64.2%；

而高级技能人才仅为1490人，只占技能人才总数的1.9%。三

是技能人才遍布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全县从事第一产

业的有3.03万人，占总技能人数的38.7%，其中种植业2.61万

人，养殖业4242人；从事第二产业的2.47万人，占总技能人数

的31.56%，其中工业企业1.05万人，建筑安装业1.22万人，其

他1.00万人；从事第三产业的1.83万人，占总技能人数

的23.3%，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1.00万人，教师队

伍3733人，服务业4897人。四是我县技能人才以县外就业为

主。全县技能人才活跃于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地区，



在沿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尤为集中。目前在县内就业服务的

技能人才有2.08万人，占总技能人才的17.53%；外出务工

的5.76万人，占技能人才总数的73.47%。 一、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基本情况 多年来，我县按照“人才兴县”战略，深入贯

彻落实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各项政策法规，切实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 一是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近年来，全县投

入资金120万元在县技工学校兴建了县劳动就业培训大楼，完

善了学校办学条件，并充实了学校师资力量。县技工学校充

分发挥技能人才培养上的主渠道作用，调整办学方向，强化

操作技能训练，大力推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

制度，引导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在全县范围内实行持

证上岗制度。2004年来，共有5400多名技校毕业生取得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培养中级技术工人3240名，初级技术工

人2160名。 二是加强“校企合作”，全面发展各类职业教育

培训。政府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鼓励各类职业技术学校

按照“依托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兴产业”的办学思路，与

用工企业签订“委托式”、“订单式”培训协议，形成培训

、就业、输出“一条龙”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和合作双赢，

四年来共培养和安置初、中级技能人才2.54万名。目前，我县

各类职业学校开设计算机、电子电工、电焊、会计、酒店管

理、保安、保洁、缝纫、家政服务等订单专业10余个，并与

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部分企业形成了广泛长期合作关系

。并按照“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

方针，鼓励各行各业和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参与技能人才培养

。2004年来，共支持县职业中专、县农广校、县长城电脑学

校、南岭职业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举办各类职业技术培训



班258期，培训56546人。劳动保障部门服务意识不断加强，

已为各类教育机构特别是民办教育机构代办职业资格证书1.8

万份。 三是积极开展乡土技能人才、农民工及下岗职工的技

能培训。近年来，ＸＸ已成为中南五省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

地县、全省烤烟生产重点县、全省脐橙生产重点县，也是颇

有名气的建筑之乡。为做大这些传统产业，我县组织建设、

农业、妇联、工会等部门组织举办了建筑技能、食用菌养殖

、烤烟种植等专题培训班12期，共培训1060人。同时，充分

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建立行业技能人才库，利

用行业协会的技术、网络优势，组织开展行业交流、技术攻

关和技能比武等活动，千方百计抓好从业人员的技能提升工

作。同时大力实施“技能扶贫计划”、“阳光工程”，突出

抓好农民工和城镇下岗职工就业与再就业培训。几年来，按

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工作目标，免费实

施技能帮扶培训近1000人，免费培训下岗失业职工4603人，

并使3809人实现第二次就业。为2060名“4050”人员、96户“

零就业”家庭等特殊就业困难群体，安排公益岗位，并按照

岗位要求实行“一对一”技能帮扶。同时充分发挥创业带动

就业的倍增效应，对有创业愿望和具备创业条件的城乡劳动

者开展创业培训，并提供职业指导、项目开发、小额担保贷

款、跟踪扶持等“一条龙”服务。 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存

在的主要问题 受传统观念和教育体制影响，与沿海发达地区

相比，我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较为滞后，全县技能人才队伍

现状与经济发展需要不相适应。 一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尚不

完善。受经济发展条件制约，我县职业教育学校和培训机构

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部分新兴专业没有开设，尚未形成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培育培训体系，中职与高

职缺乏沟通和衔接，技能人才成长的道路不够顺畅，部分企

业缺乏培养技能人才的积极性。 二是技能人才培养投入资金

不足。与沿海地区和周边发达地区比较，我县职业技术学校

、技工学校的办学规模、师资和硬件设施均较落后。部分专

业技能人才尚没有能力培养，如模具、制版等热门专业的师

资和实习场地在我县完全空白。另一方面，企业对在职职工

在技能培训投入不够。按相关规定，企业应按工资总额提取

一定经费用于本单位职工培训。但许多经营者急功近利，错

误地认为企业的生产目的是盈利而职工教育是消费性投资，

属于政府行为。 三是部分专业技能人才结构不合理，高级工

技能人才严重短缺。近年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少数专业技

能人才出现断层。以教育为例：目前我县教师的人均年龄已

经突破40岁，45岁以上的占44.8%，55岁以上的占18.2%，教师

队伍出现明显断层，特别是在初高中学校，拔高使用、教非

所学现象非常普遍，势必影响我县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全

县整体技能人才队伍结构失衡，技能结构呈“金字塔型”，

即高技能人才少，初、中级技工多。全县具有专业技术职称

的专业技术人才共5892人，其中正高级仅3人，副高级148人

，中级1774人。 三、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一是

营造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报纸等多种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技能人才的重要作用和突出

贡献，宣传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和技能尖子的事迹，宣传他

们的成才和创业之路，宣传国家的培养和使用政策，在全社

会营造崇尚技能、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引导更多的劳

动者走技能成才之路。坚持从青少年的培养教育抓起，使青



少年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成才观，改变只走普通教育一条道

路的传统观念，让更多的青少年立志学技能，走技能成才的

道路。 二是加大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资金投入。不断加大技能

人才培训资金投入，形成政府、社会、企业多位一体的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格局。目前，我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社会、

企业投入的资金仍十分有限，如果采用“撒胡椒粉”的方式

，效果可能不会明显，建议集中各方有限的资金投入，加快

现有职业高中学校的建设步伐，集中资金建设现代化的、具

有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学校，努力引进专业技能教师，扩

大技能人才培养规模，建设规范优质的实训场地，填补我县

在部分新兴专业、热门专业开设上的空白。 三是完善职业技

能人才激励机制，努力调整技能人才队伍结构。对技能人才

坚持与工作业绩挂钩，在收入分配上实现中级技工与大专院

校毕业生同等待遇，逐步建立健全培训考核授证上岗（转岗

）--提高待遇再培训的良性循环运行机制。特别是对能积极

促进我县经济发展的乡土人才，应予以切实关注支持，建议

对全县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乡土人才给予重奖。加大乡土

人才后备军的培养储备，特别是针对我县建筑工人、食用菌

种植能手众多的县情，进一步加强我县特色技能人才的培养

，真正打造成劳务输出基地和食用菌生产基地。同时深化教

学改革，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标准，改革教学内容和培训模式

，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用人单位的需要

充实培训内容，全面提高学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

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