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政办发〔2019〕15 号

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19 年度全民技能提升工程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有关单位：

《离石区 2019 年度全民技能提升工程工作方案》已经

区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5 日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

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4月16日印发



离石区 2019 年度全民技能提升工程

工作方案

为加快培养适应我区发展的技能人才,全面提升劳动者

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为巩固脱贫成效、实现转型发展、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技能人才支撑,根据山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 2019 年继续推动实施全民技能提升工程

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18〕1663 号)和吕梁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2019 年度实施全民技能提升

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吕人社发〔2019〕14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

话精神,深入实施就业优先和人才强区战略,坚持以提高人

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按照“人人持证、技能

社会”总体思路,健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职业能力评价体

系、政策支持保障体系、组织领导责任体系,激励和带动更

多劳动者走出一条技能就业、技能增收、技能成才之路,为

我区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二、目标任务

2019 年目标任务 4900 人，其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3650

人，城镇失业人员 1250 人。



三、时间进度及要求

6 月底完成培训任务 50%（2450 人），9 月底完成培训

任务 85%（4165 人），10 月底，完成培训任务 100%（4900

人），11 月份总结、考评，推动落实相关政策。

四、培训对象

（一）城镇失业人员：主要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求职的城镇未继续升学应届初高中

毕业生、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贫困家庭子女、复退军人等。

（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主要包括在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登记求职的农村劳动力（含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和

外地农村劳动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优先参与培训。

根据农业产业发展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培育需要，可将

农村劳动力视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开展农业专业技能培

训。

（三）企业在岗职工：按照省委《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的若干意见》精神，2019 年开始，将支持开展岗前培训范

围从小微企业扩展为所有企业。同时，新增困难企业在岗职

工培训。2019 年企业新招录并与其签订 6 个月以上期限劳动

合同的人员纳入培训范围。

上述培训对象，每人每年只能享受一次同一类型的技能

培训。

五、培训工种

参照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根据我区劳动力年龄、素质、

技能、就业意愿等情况，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政府补贴培训



职业（工种）目录，主要包括：中式烹调师、酒店服务与管

理、保安员、安检员、导游员、消防和应急救援人员、森林

防火员、物业管理、物流快递员、家政服务、计算机应用、

电子商务、美容师、茶艺师、养生保健师、康复理疗、乡村

医生、光伏维护员、手工编织、核桃树修剪、护林员、家禽

饲养工、农艺工、蔬菜工、艾灸学、电子线加工、焊工、煤

矿安全监测监控工等适合我区产业发展的技能工种。

根据学员实际报名分布情况，开班前对部分报名岗位会

做调整。

六、组织实施

（一）推进实名制系统应用。从 2019 年 3 月开始全面

推进实名制系统应用。培训机构应将培训对象个人身份信

息，参加培训、持证、就业等情况录入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

统，实现实名制登记管理。并结合实名制信息系统汇总上报

有关数据。对未按要求使用实名制系统的培训机构，不能承

担培训任务。

（二）做好培训机构选定工作。根据《招投标法》、《政

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采取招标的方式，在全省范围内择优选择培训机构，

服务期限为 2019 年至 2021 年底。

机构选定范围：一是省内高等职业院校、中等专业学校、

技工院校、职业高中以及具有职业培训职能的事业单位；二

是人社、教育部门依法行政许可的民办职业教育培训学校；

三是具备培训条件、能力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上述各院校



及培训机构必须在我区范围内拥有固定、合格的培训办公场

所。

小微企业岗前培训不需选定培训机构，凡是符合工业信

息化部等四部门《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文件规定的小微企业均可开展岗前培训。

（三）加强质量监督管理。

1、严格职业培训标准。培训机构应依据国家职业标准、

专项能力考核规范、企业岗位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培训班的

班容量控制在 50 人以内。要针对不同职业（工种）合理配

置培训场地、师资、实训设备等资源，科学编制教材大纲、

教学计划，具有正规出版的相应教材等，重点加强学员操作

技能训练，实操实训时间应占全部培训课时 70%左右。培训

班要严格各项开班程序，未按上述要求开展培训的，不得组

织结业考核。

2、明确培训主体责任。培训机构是培训组织实施的主

体，其校长、法人代表是培训组织实施的第一责任人。培训

机构要做好培训期间学员管理服务和教学组织实施工作，健

全培训台账、教学日志、学员考勤等制度。确保学员在培训

期间的人身安全。人社部门和专项培训任务责任单位应采取

实地检查、系统检测、视频调阅等多种方式，对培训机构开

班、教学、结业等重点环节进行监督检查。

3、加强质量考核。包括培训出勤率、合格率和培训后

就业率等。培训机构应在培训期间对学员进行管理，要健全

学员每日签到，管理员、培训教师、培训机构负责人每日签



字制度，培训机构要对教师授课、学员理论学习、实操实训

进行全程实时监控，对学员发放培训教材，保证培训质量。

对承担 2019 年全民技能提升工程任务的，培训合格率要求

达 90%以上，力争培训后就业率达 60%。

（四）创新工作机制。

1、创新培训方式。坚持实用型技能培训、复合型技能

培训、知识型技能培训相结合，根据就业导向、需求导向进

行分类施策，采取灵活多样培训方式，满足不同文化层次、

不同素质能力劳动者及群体的培训需求，最大限度缩短培训

与就业距离。

2、扩大品牌培训。加快培育地方特色劳务品牌，开展

标准化培训、规模化输出、全程化服务，力争为我区打造一

个劳务品牌。

3、营造浓厚氛围。要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全民

技能提升工程富民增收的重要意义和技能成才的典型人物。

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社会团体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

技能竞赛活动。组织评选“技术能手”，表彰各行业优秀高

技能人才，大力弘扬新时期“工匠精神”，努力营造尊重劳

动、崇尚技能的浓厚社会氛围。

（五）规范培训流程。

1、培训机构信息录入。被选定的培训机构要通过全省

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录入本机构资质、中标等相关信息，

并按系统参数要求，配备相应监控设备。

2、组织报名。各乡（镇）、街道办负责组织本辖区报



名登记工作、并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初审，培训机构接收培

训学员后进行资格复审，确保参加培训人员符合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政策规定。报名所需资料：身份证、户ロ本、毕业证

（大专及以上）、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3 张，一寸红底免

冠照片 8 张，二寸红底免冠照片 4 张。

3、开班报备确认。培训机构以书面材料的方式，向领

导组办公室提交开班报告，确认本期培训人数、班次和学员

名单，并同时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进行报备。

4、培训教学监控。培训机构要健全培训台帐、教学日

志、学员考核等制度；领导组办公室对培训组织实施、教学

运行管理等情况进行抽查。

5、考试考核发证。培训机构在培训结束时对学员进行

结业考试；区人社局对考试合格的学员核发《山西省全民技

能提升工程培训合格证书》。所学职业（工种）在国家职业

资格或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目录内的，可参加当地职业技

能鉴定考评，申请《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按规定享受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策。

6、学员信息录入。培训机构将学员参加培训、持证就

业等情况，录入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实名制登记管理。

7、加强就业服务。鼓励培训机构通过校校合作、校企

合作、劳务协作、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等形式，推进培

训、就业“一体化”建设。各培训机构在提升培训质量的同

时要注重做好就业服务，瞄准劳动力市场，积极开展“订单”、

“定向”培训，力争培训后就业率达 60%以上。



8、补贴资金申领。培训机构在培训结束后，根据学员

持证、就业等情况，向领导组办公室报送相关资料申请培训

补贴，经相关部门验收，区审计局审计、财政局审核通过后

拨付培训补贴。

七、资金补贴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由原来按职业(工种)分类确定

调整为按培训时间确定。培训时间一般在 6-10 天(48-80 个

课时)左右，10 天以内每人每天补贴 150 元。

小微企业岗前培训补贴标准和全民技能提升工程所需

资金以各级转移支付的就业补助资金为主，地方财政配套资

金为辅。培训补助标准按照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财社[2019]1 号）》文件执行。

八、部门职责

区人社局：负责做好全民技能提升工程的统筹协调工

作，重点做好培训机构的选定，宣传发动，审核各种培训资

料，并将就业失业（求职）登记、培训过程监管、培训质量

考核、补贴政策落实等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利用网

络、微信平台发布市场供求信息，充分发挥“市场导向”“就

业导向”引领培训作用。

区财政局：负责做好培训机构选定的同时，保证全民技

能提升工程实施所需配套资金及工作经费，加强就业资金使

用管理，做好各项补贴资金审核拨付等工作。

区审计局：负责专项资金的监管和审计，确保培训资金



的专款专用。

区教育科技局：负责协助各乡镇（街道）摸清我区毕业

年度初高中毕业未继续升学的劳动力。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全区有外出就业意向的农村进

城务工劳动力参加培训并实名登记建立台帐。

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组织发动我区农村医疗、保健从

业人员的积极参与。

区工信局：组织发动企业开展岗前培训工作。负责对组

织培训企业的资格条件、教学实施等规定要求的审核。

区考核办：负责建立和完善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

将职业培训工作作为考核各相关部门的重要指标之一，纳入

年度责任制考核范畴。

区扶贫办：负责组织全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参加培训

并做好实名登记、建立台帐。

团区委、妇联：负责组织全区适龄青年、妇女参加培训

并做好实名登记。

区新闻办、区电视台：负责政策宣传及基层采访活动，

以多视角宣传报道全民技能提升工程进展和成效。

各乡（镇）、街道办：召开领导班子专题会议，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职责，确保目标任务

完成；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召开动员会，发动本辖区符合条

件人员踊跃报名；负责学员培训期间往返接送工作及校外安

全教育管理工作。同时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名

单务于 4 月 25 日前报回领导组办公室（区人社局 7 号楼 217



室电子邮箱：1s1djyzx＠163．com）。

各乡（镇）、街道办、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

任人，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调联动、

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全民技能提升工程有序开展，圆满完成

培训任务。

附件 1：离石区 2019 年度全民技能提升工程领导组

附件 2：离石区 2019 年度全民技能提升工程任务分解表

附件 1



离石区 2019 年度全民技能提升工程领导组

组 长：李 军 区政府区长

副组长：杨顺平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成 员：贺耀辉 区人社局局长

刘 鹰 区财政局局长

李建红 区审计局局长

雒国祥 区教育科技局局长

吴 卿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贺建平 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局长

李耀星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金平 区扶贫办主任

王韶华 区妇联主席

刘 方 区团委书记

李茂新 区广电中心主任

任建忠 区新闻办主任

张雪莲 区考核办主任

张致滨 田家会街道办党工委书记

薛志强 西属巴街道办党工委书记

白晓芳 滨河街道办主任

张能强 风山街道办主任

乔建文 莲花街道办主任

胡晓辉 城北街道办主任



孙宏勇 交口街道办主任

任利亲 信义镇镇长

高晋军 吴城镇镇长

白树平 坪头乡乡长

高新平 红眼川乡乡长

李文生 枣林乡乡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人社局，主任由贺耀

辉兼任。



附件 2

离石区 2019 年度全民技能提升工程任务分解表

乡（镇）、街道 总任务数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培训人数

（含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

城镇失业人员

培训人数

滨河 315 70 245

莲花 419 245 174

凤山 463 218 245

城北 392 265 127

交口 372 276 96

田家会 563 454 109

西属巴 476 345 131

吴城 359 336 23

信义 559 535 24

坪头 523 495 28

枣林 334 304 30

红眼川 125 107 18

合计 4900 3650 1250

备注：具体培训期数及人员分配情况另行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