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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师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和掌

握AI技术，不断探索创新，赋能技

能培训行业实现变革式发展，提升

高质量技能人才培养效率。三是

开展重点领域人才引育行动。实

施数字技能人才专项培育，在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康养服务等

领域，培养一批符合我省发展需求

的数字技能人才。开展服务乡村

振兴专项培育，积极推进乡村垦区

本土人才技能培训，培养一批服务

农村垦区的高技能人才和乡村工

匠。引进、推广国际职业教育先进

模式和国外优质培训资源，鼓励拥

有国际化职业技能水平的人才来

琼就业创业，推进新型劳动者队伍

高质量发展。

深化产教融合，保障职业技能

人才供给。一是加强职业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推进我省各职业院

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建设，加强师

资力量，提升职业学院办学能力。

结合产业发展需求、中小微企业规

模、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和资源，适

时调整专业设置。二是推动校企

合作，支持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

育。加大产教融合型企业孵化培

育力度、对标自贸港重点产业布

局，建立产教融合发展机制。三是

建立省级职能部门产教融合共商

机制，建立健全产教对接平台，完

善信息交流机制，推动教育链、人

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打

造区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

合共同体。四是强化落实产教融

合政策激励。相关职能部门要研

制符合我省产教融合改革创新配

套政策，完善“金融+财政+土地+信

用”组合式激励落地政策。

加强政策引导，发挥企业主体

作用。一是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

业新型学徒制。遵循技能人才成

长规律，建立与行业企业的良性互

动机制，总结提升工学一体、校企

双制办学模式。通过培养和评价

“双结合”，企业实训基地和院校培

训基地“双基地”，企业导师和院校

导师“双导师”培养模式，组织企业

技能岗位新入职、转岗员工参加企

业新型学徒制培训，促进企业技能

人才培养。二是鼓励引导企业主

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通过补贴

激励等方式鼓励企业广泛开展岗

位技能提升培训，突出高技能人才

以及产业紧缺技能人才培养，加强

储备性技能培训、技术技能融合性

培训。支持规模以上企业建立职

工培训中心、网络学习平台、技工

院校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

大师工作室，按规定给予政策和资

金支持。三是推动职业技能培训

市场全面开放。进一步鼓励社会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提供市场化培

训服务，特别是激励培训主体开展

对中小微企业职业技能培训的积

极性。

健全要素分配制度，激励技能

人才创新创造。一是“以技提薪”

提升技能人才的积极性。落实落

细《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合理

确定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和正常增

长机制，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

多得。二是发挥技能人才评价“指

挥棒”作用。推进技能人才评价机

制考核改革，构建企业评价、学校

认定、竞赛选拔与第三方考评并行

的多元评价体系。探索以业绩为

导向的评价制度，打破身份、学历、

资历等限制，不断改进评价机制。

三是完善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认定。

落实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支

持用人单位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推动企业设立特级技师、

首席技师等岗位，建立评价选拔与

使用待遇相结合的机制。畅通高

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推动高技

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的“贯通互

评”，实现技能与职称的互通发展。

弘扬大国工匠精神，营造人人

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

境。一是加强技能人才的舆论引

导和价值宣传。进一步做好“技能

光彩行动”等系列活动，不断拓展

宣传渠道和形式，引导大众认可、

尊重技能型人才。二是做好各级

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活动。要结合

各行业各地区发展特色，针对性地

举办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为优秀技

能人才提供脱颖而出的平台。对

获奖选手、指导教师和单位要提高

奖励力度，拓宽奖励措施形式，激

励社会各界对技能人才的关注和

尊重。三是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充分讲好身边能工巧匠、技能报国

的故事，培养学生形成“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的精神品质，激发学生

技能学习热情。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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