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云浮市人社局出台《关于加快提升全市劳动力素质行动方案》，两个目

标、六大举措，加快提升全市劳动力素质！

1 到 2025 年，全市劳动力素质明显提升，基本形成对云浮承接产业有序转移的支撑保障能力。

2 到 2030 年，全市劳动力素质实现整体跃升，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规模更加宏大、供给更加

充足，产业与劳动力实现协同发展，为我市“十大园区经济”、千亿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更强的支撑保障能

力。

★把劳动力市场监管作为我市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

★为企业提供招聘用工、社会保险、档案托管等“一站式”服务，完善标准化、数字化、便捷化的公共就业

创业服务。

★开辟人才“绿色通道”，协调解决社保衔接、子女入学、便利就医等问题。

★建设公共实训基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技术工人技能水平。

★定期发布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深入推进就业服务专员制度，促进劳

动力就近就便就业。

★支持重点产业企业引进创新领军人才、青年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团队以及高技能人才。

★深化“云浮学子企业行”“云浮青年看云浮”系列活动，鼓励高校毕业生返云就业、留云就业。

1 推动产业承接载体与高素质劳动力协同发展

2 强化高素质用人保障



★毕业 2年内高校毕业生和中等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应届毕业生到我市工作，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每人

5000 元的一次性基层就业补贴。推荐劳动者到产业转移企业就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符合条件的按规定

给予 400 元/人的职业介绍补贴。

★一体推进学业、就业、创业“三业”工程，鼓励支持职业(技工)院校加强金属智造、健康医药、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等产业转移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育。

★到 2025年，建成 10 个以上紧贴产业发展需求的省级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

★适应我市承接产业转移需要开发的培训课程标准，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开发单位每个项目 2 万元的开

发费用。

★开展与产业转移相配套的“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培训。

★深化推进职称领域“放管服”改革，完善“云专技”职称服务平台，为专技人才申报职称“铺路搭桥”。

★鼓励符合条件的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大型工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现代服务企业、新经

济组织及各类园区申建博士博士后科研平台，鼓励科研平台积极参加国家和省博士博士后创新赛。

★贯彻基层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倾斜政策。优先推荐承接产业转移载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省知识更新工程

高级研修项目培训班、省青年优秀科研人才国际培养计划博士后项目和博士博士后人才项目。

★构建产业导向的“三项工程”培训模式，把承接产业转移人才所需培训优先列入我市鼓励类培训工种目录，

并采取优先安排开班、上浮培训补贴等方式予以鼓励发展。

★探索建立企业和院校双主体职业培训机制，积极推行“双师”制和现代学徒制活动，形成校企深度融合对

接，开展“订单式”培训。

★对实施企业新型学徒制成效显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企业和培训机构，优先推荐申报产教融合型企业、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突出贡献单位等。

★发挥高技能人才培养主体作用，培养更多高素质产业人才。完善“云技课堂”线上培训平台，支持技能人

才参加“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

★加大对优秀技术技能人才的宣传表扬激励力度，逐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在“五一劳动奖章”等各类评先评

优中的比例。

★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以高技能人才为重点，打破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与职业技

能评价界限，拓宽技术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促进两类人才融合发展。

★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国有企业科技人才薪酬分配指引》，推动企业建立技能人才工资正常

增长机制。

★开展云浮市职业技能大赛，积极申请承办省级技能竞赛，组织优秀技能人才参加世赛、国赛、省赛，大

力培养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

3 培育承接产业转移适用人才

4 加快提升专业技术人才素质能力

5 推进“三项工程”培训高质量发展

6 全力优化高素质劳动力成长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