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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兴则乡村兴，人才强则乡村强。按照《方案》，
今年我省要完成 20万高素质农民取证任务。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姚继广介绍，今年，省农业农
村厅将重点采取 8项措施推进此项工作：

制定今年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方案，将 20万人取
证持证任务细化分解，确保符合条件的愿培尽培。

将于 4 月下旬召开全省高素质农民持证推进会，
抓实培训基础。

围绕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实施农业企业家、新型经
营主体带头人、家庭农场主、返乡创业青年、种养加能
手和能工巧匠 5项培养计划。

组织“三百”评选活动，即：选树百所田间学校、百
名金牌教师、百佳技能农民，典型示范，扩大影响。

在原有 20个生产技能评价标准基础上，尽快制定
一批线上线下新技术、新机具、新职位规范，精心组织

评价，抓准持证关键。今年全省评价 20 万高素质农
民，颁证率要达 80%以上，中高级持证率 50%以上，全
省高素质农民持证人数达 30万人。

建立完善持证农民数据库。利用全国农业科教云
平台，将高素质农民培训持证情况建档入网，实现持证
信息可追溯、可查核、相关政策支持可兑现。

开展“三队”包联服务，即组织全省农业农村系统
2400人的专家团队、项目工队、营销战队包联各县开展
科技推广、项目实施和产品营销，抓牢从业根本。

紧紧围绕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幅达到 10%以上的
目标要求，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做实做强“三大战
略”“五大平台”，做大做优“十大产业集群”，为持证农
民提供更多的从业就业岗位，鼓起农民的“钱袋子”，抓
好增收关键。锁定参训率、持证率、从业率和增收率四
项指标，以农民增技赋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3月 11日，省城钟楼街片区改造
工程现场，务工人员加紧施工，有效
推进工程进度。 王瑞瑞 摄

技能富民技能强省再发力
——我省“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新政亮点扫描

“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民生工
程、德政工程。自 2018年全省实施“全民技能提升工程”
以来，已累计培训350万人次，劳动者技能水平大幅提高，
技能就业、技能增收成效明显，全省上下形成高度共识，得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支持和拥护。

为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新发展阶
段“人人持证、技能社会”提质增效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
推进“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
效。3月25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
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负责人，围绕我
省新制定的《新发展阶段“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提质
增效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人人持证、技能社
会”建设提质增效新政策进行介绍和解读。

发布会上，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振亮用“2211”来概括
2021年“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提质增效的目标任务，即：全省
投入 20亿元；完成 200万人的培训任务，完成 100万技能人才的取
证任务，数量均比上年倍增；实现新就业 100万人。

1年投入 20亿元用于“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这样的力度
前所未有。省财政厅副厅长段萃介绍，2020 年，我省克服重重困
难，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了“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专账资金”。一口气从“专账资金”中拿出 20亿元，这在历
史上是空前的。

陈振亮介绍，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
共同富裕为目标创造高品质生活，提出“十四五”末全省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力争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拿出超
常举措，所以“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是其中重要的途径和抓手。
省委、省政府对新发展阶段“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提质增效进行
了部署和安排，专门成立了“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领导组，制定了

《方案》，全面推动这项工作在今年起好步，见到新成效。

亮点 1
新政力度空前

投入20亿元培训200万人

“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实施 3年多来，我省累计培训 350
万人次，106万人取得各类技能证书。

劳动者就业、增收，有证没证大不相同。“人人持证、技能社会”
建设，持证是“牛鼻子”，是金标准，从业人员持证率是硬任务。

技能人才是创新创业创造的重要力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必须要有技能人才做支撑。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有一支
高素质农民队伍。《方案》擘画了“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目标。
明确 2021年全省完成 100万人的取证任务，其中包含新增高级工
30万人。明确到“十四五”末，全省持证人员总量达到 1100万人以
上。明确到 2035 年，全民能力素质普遍提升，从业人员基本实现

“人人持证”，山西实现“技能社会”。
《方案》共 22条政策举措，含金量高，任务量大。陈振亮介绍，

《方案》体现服务转型发展的原则，紧紧围绕“十四五”转型出雏型
的目标要求，突出“六新”需要，培养“14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的需要，培养相关的技术工人、高
素质农民，通过全民技能提升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高速度发展。

《方案》突出实现“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提质增效的原
则。陈振亮表示，“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成效明显，要在此基
础上，总结经验，探索规律，锻造长板，弥补短板，使之取得更明显
的进步和成效。这次提出扩大培训规模、丰富培训层次、提升培训
质量，特别是在持证率、就业率、增收率上要有大的迈进，真正实现
提质增效的目标。

《方案》体现完善建设体系的原则。“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
将重点围绕加速构建技能培训、政策支撑、劳务市场和信息管理四
大体系展开，通过四大体系的全面构建，实现培训、取证、就业、增
收全链条综合施策，一条龙接续推进。

省人社厅副厅长吴海亮介绍，围绕持证精准发力，今年在“人人
持证、技能社会”建设中，全省全面推行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符合
条件的劳动者可领券持券自主“购买”培训机构的技能培训服务，提
升技能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满意度。3月 25日，省人社厅已开始
面向全省大规模公开发放首批 10亿元的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

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职业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社
会服务的主阵地，也将成为“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培训
的主力军、主战场。

省教育厅副厅长马骏介绍，《方案》提出，推动普通
高校和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全面开展培训、取证工
作，明确要求普通高校要结合在校大学生的专业特点
和就业取向，积极开展创新创业能力和职业技能培
训，鼓励在校大学生取得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
业院校（含技工院校）要坚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的办学定位，充分开发利用自身优质培训资源，主

动面向企业、社会开展订单式、项目制等培训，加强工
学结合、校企结合，重点开展新业态新模式从业人员
技能培训，鼓励每名毕业生毕业时至少取得 1 个以上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021 年，全省职业院校（含技工
院校）毕业生取得高级工、中级工证书人数要分别达到
10万人以上。

马骏表示，做好培训取证工作，是普通高校、职业
院校的一项神圣的职责和使命，也有利于毕业生就
业。对于这项利国、利民、利教、利校、利生的好事、实
事，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参与，主动作为，作出贡献。

亮点 3
学历证技能证并举 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开展培训取证

亮点 2
牵住持证“牛鼻子”
今年100万人取证

3月 24日召开的全省“人人持
证、技能社会”建设推进会议强调，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人人持证、技
能社会”建设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
程，加强领导、狠抓落实，主要负责
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坚持
结果导向，强化“答卷”意识，以培
训、持证、就业、增收的硬指标来检
验这一战略工程的实际成效。

发布会上，陈振亮介绍，《方
案》体现主体作用原则，坚持在党
委政府的主导下，强化政策引导、

激励、支持、推动作用，有效发挥各
级各类学校、企业和社会培训、技
能鉴定、职业介绍、劳务派遣、人力
资源服务等社会机构主体作用。

同时，《方案》体现实化量化的
原则，按照抓落实要有解决问题方
案的要求，以任务化、项目化、工程
化、方案化、清单化为抓手，把省
委、省政府的要求部署逐项进行分
解细化，落实落细落到位。

（高建华）
据《山西日报》

亮点 4
增技赋能 20万高素质农民将取证持证

亮点 5
严格责任考核

硬指标约束各级培训持证就业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