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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高端引领
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
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需求，大
力实施“技能兴鲁”百万工匠培育
行动，全面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

强化载体建设，塑强高技能
领军人才。实施万名技能领军人
才培育工程，建成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59个、齐鲁技能大师特
色工作站160个，设立泰山产业技
能领军人才、齐鲁首席技师和山
东省技术技能大师项目，充分发
挥人才项目引领带动作用，遴选
培育了一批高技能领军人才。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协同培
育高技能人才。探索校企双制、校
中厂、厂中校等培养方式，推行企
业新型学徒制，面向企业新入职
和转岗职工，打造“招工即招生、
入企即入校”的技能人才培养新
模式。做优“金蓝领”高端培训品
牌，依托技工院校、大型企业集团
开展因地制宜的培训，不断提升
企业技能人才水平。

坚持夯基垒台
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技工院校技能人才
培养主阵地作用，建成以技师学
院为主要层次、技工学校梯次发
展的现代技工教育体系，为经济
社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
能人才。

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技工院
校数量、招生数量、在校生数量均
居全国前列，2023年全省实现招
生18 . 4万人。

办学质量不断提高，依托技
工院校建成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51个、国家技能根基工程
培训基地4个，88所技工院校纳入
全国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建设试
点名单，数量居全国前列，采取校
企协同育人模式，实现“教、学、
做”融会贯通。

办学精度不断聚焦，把技工
院校集团化发展作为深化产教融
合、引领技工院校转型发展的重
要手段，积极推进技工院校和企
业之间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合作，
促进技工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
合，精准培育更加符合市场和企

业需求的技能人才。目前，我省已
在淄博、枣庄、潍坊等地建立7个
区域性技工教育集团(联盟)，为
企业“量身培养”高素质技能人
才，有效提高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坚持改革创新
为技能人才成长开辟新局

紧紧扭住人才评价这个“牛
鼻子”，加快构建纵向衔接、横向
可通，覆盖全面的技能人才评价

制度体系，着力打破技术工人发
展的“天花板”。

在全国率先开展企业技能
人才自主评价。按照“谁用人、谁
评价、谁发证、谁负责”原则，充
分发挥企业用人主体作用，把技
能人才评价权放给企业，满足企
业生产需求。目前，我省备案自
主评价企业8000余家，累计发放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00余万人
次。

推行“新八级”职业技能等
级序列制度。在企业试行“新八

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形成
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
首席技师构成的职业技能等级
序列，进一步延伸了技能人才成
长通道。目前，全省共评聘特级
技师、首席技师300余人。

开展贯通互评打造立体式
发展通道。在工程、农业、工艺美
术等8个领域，实行职业技能与
专业技术职称贯通评价，搭建起
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坚持竞赛带动
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大赛是发现人才、激励人
才、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我省
完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常态化
开展各类技能竞赛，一大批优秀
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广泛开展“技能兴鲁”职业
技能大赛，2024年纳入省级“技
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186项，
竞赛项目覆盖高端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数字经济产业等多
个领域，积极推动以赛促学、以
赛促训、以赛促建、以赛促才，
持续培育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
规模。

积极筹备第一届黄河流域
职业技能大赛。2024年，我省将
牵头组织开展首届黄河流域职
业技能大赛，大赛由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与东营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是黄河流域首个跨
省区域性职业技能大赛，共设置
增材制造、化学实验室技术等10
个赛项，将为黄河流域九省(区)
技能人才搭建技能切磋和技艺
展示平台，推动黄河流域技能人
才工作共建共享、互联互通、互
利共赢。

积极备战第47届世界技能
大赛。经全力拼搏，我省2名选手
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集
中选拔活动中脱颖而出，将代表
我国参加今年9月在法国里昂举
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努力
为国争光、为省添彩。

坚持服务保障
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

坚持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
相结合、政府引导和企业主体相
衔接，着力构建待遇、荣誉等全
方位激励机制，不断增强技能人
才的获得感、幸福感。

突出项目带动。面向全省优
秀高技能人才，开展齐鲁首席技
师和山东省技术技能大师推荐
选拔活动。每年遴选150名左右
齐鲁首席技师，管理期4年内给
予4 . 8万元补助；每两年选拔不
超过100名山东省技术技能大
师，给予一次性津贴2万元。

创新使用制度。落实技能人
才薪酬待遇，定期发布技能岗位
和岗位等级工资价位信息，加强
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导。建设高
技能领军人才信息库，组建“技
师+工程师”团队，鼓励企业为高
技能人才建立企业年金，让多劳
者多得、技高者高薪。

突出服务保障。优化高技能
人才服务，将高层次技能人才纳
入我省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
道服务范围，为符合条件的高技
能人才发放“山东惠才卡”，在住
房保障、子女就学、职称评聘、交
通出行等29个方面向高技能人
才提供支持保障。截至目前，我
省已为759位高技能人才发放

“山东惠才卡”。
(王伟 )

聚焦“五个坚持”

山东全力打造高技能人才集聚新高地

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紧贴工业经济、山东制造，深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改
革，锻造了大批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总量大。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超过1510万人，居全国前列；技工院校

221所、在校生45万人，均位居全国第二位。
发展快。截止到5月底，2024年全省新增高技能人才10 . 4万人，同比增长

18 . 2%。
层次高。高技能人才总量突破412万人，现有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22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技能人才70人，全国技术能手771人，齐鲁首席技
师2248人，山东省技术能手4528人，高技能人才、高技能领军人才总量位居
全国前列。

“十四五”以来，全省技能人才量质齐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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