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过四十的高坡村村民陈霞没有想
到，从学校毕业 21年后，还能有机会重返课
堂，并在一年半内两度参加技能培训，“不
仅免学费、免生活费、免住宿费，还通过了
职业技能培训考试，获得育婴师初级证书，
实现了收入翻番，这得益于‘一户一产业工
人’培养工程。”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已在高坡
村所在的湖南郴州资兴市持续开展 10年。

资兴市是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
不足 40万，2012年下岗工人、生态移民等面
临再就业的劳动力数量超过 14 万。当年 3
月，资兴出台“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作
的实施意见，提出使新增劳动力掌握 1 至 2
项就业技能，让已从业者创业技能不断提
升，实现培养一人、就业一人、致富一家的
目标。2015 年 12 月，湖南省总工会在郴州
市召开“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现场推

进会，总结推广“资兴经验”。
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

创业能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就业质
量的根本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
业矛盾。”国务院 2018年 5月印发的《关于推
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要求，“大
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培训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劳动者大军”。
截至 2022年底，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

人”培养工程已累计培训 9万余人次，农村家
庭参训率达 80%，全市技能型劳动力占比由
10年前的不足 10%上升至 60%以上，提高 50
多个百分点。

近日，记者走进资兴，探寻“一户一产业
工人”培养工程如何让劳动者一技傍身好就
业、就好业。

引

子

健全长效机制
整 合“ 普 惠 式 ”技 能 培

训资源，加强对适龄劳动力
动态管理，让技能培训更持
久更广泛地惠及劳动者

左手稳稳托住头颈，右手轻轻擦拭，

育婴师陈霞为新生儿洗澡时动作娴熟利

落。“婴幼儿洗澡看似简单，其实学问不

小。”陈霞说，2021 年 6 月参加“一户一产

业工人”培养 工 程 举 办 的 育 婴 师 培 训

班，系统学习了婴幼儿卫生保健、生活

照料、安全防护等方面知识，如今已成

为一名专业月嫂，月收入从过去的 1800
余元提高到目前的近 4000元。

陈霞所在的高坡村是移民安置村，

人均耕地少。陈霞一家四口的开销，过

去主要靠丈夫在外干装修。随着两个孩

子相继考上大学，各项家庭开支增加，她

想找份工作贴补家用，但苦于没有手艺，

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门路。

在资兴，很多城乡劳动者像陈霞一

样，有务工意愿、缺一技之长。2009 年，

曾以煤炭开采为支柱产业的资兴市被国

务院确定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加

快探索转型发展之路。据 2012 年统计

数据，资兴面临再就业的劳动力超过 14
万人，其中煤矿下岗失业工人 5 万多人、

被征地农民 3 万多人、纳入国家环境保

护项目的生态移民 6万多人。

“ 一 头 是‘ 就 业 难 ’，一 头 是‘ 招 工

难’。”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

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黄小周说，2012
年，全市就业人数 20 余万，其中专业型、

技能型人才不足 10%，全市八成企业不

同程度地存在技术工人短缺。

为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一户一产

业工人”培养工程应运而生。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开展之

初，资兴市同很多地方一样，技能培训也

存在管理条块分割、资金分散等问题。

对症施策，资兴市设立“一户一产业

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

市长牵头，通过整合人社、农业等 15 个

有培训任务部门的项目和经费，实现统

一培训计划、统一培训审批、统一培训基

地、统一培训政策、统一跟踪管理。加大

各项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的整合力

度，资兴市每年可以确保投入约 5000 万

元用于劳动力培训。

2022 年下半年，资兴市东江库区管

理局提出开办果树种植培训的开班申

请，为移民培训果树栽培技术；市农业农

村局也有相关计划，培训果树种植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市农村经营服务站的培

训方案也与果树种植相关。“对于培训内

容相关、培训主体重叠、培训时间相近的

计划，我们通过协调予以整合，让培训资

源用在刀刃上。”黄小周介绍。

最终，培训班由东江库区管理局、市

农业农村局、市农村经营服务站 3 家单

位共同组织，对 50 名果树种植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头人及种植大户开展培训，

实现了“1+1+1＞3”的效果。

“健全长效机制，让技能培训更持久

更广泛地惠及劳动者，摸清适龄劳动力

底数是又一关键。”黄小周说，资兴建立

了市、乡、企业三级劳动力资源信息库，

按人口普查的方式，逐村逐户逐项登记，

录入了 8.4 万余户 19.5 万多名 16 至 60 岁

适龄劳动力信息，其中农村人口超过六

成。同时，以乡镇人社专干为主体，建立

了一支乡、村两级培养专干队伍，对适龄

劳动力实施动态管理，培养专干定期走

街串户上门宣讲动员，有针对性地为就

业创业重点群体推荐培训课程。

免学费、免生活费、免住宿费，听了

回龙山瑶族乡人社专干杨鹏对“一户一

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细致的讲解，陈霞不

由动了心。翻开培训课程目录，家政服

务、农业种养、烹饪、特种装备操作等专

业培训赫然入目。结合兴趣爱好和市场

用工需求，陈霞最终选择了 2021 年 6 月

举办的育婴师培训班。结业后，她很快

就找到了一份月嫂工作，收入比过去翻

了一番。

尝到技能提升的甜头后，陈霞对“一

户一产业工人”培训更上心了，相关部门也

通过学员微信群，定期将相关培训信息推

送给她。2022 年 11 月 22 日，资兴市育婴

师中级培训班正式开班，陈霞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本次培训共计 50个

名额，开放报名 3天后，申请人数达到了近

80人，受欢迎程度超出组织者的预期。

“培训送到家门口，就近择业有门

路，越来越多的群众吃上了‘技术饭’、端

稳了‘就业饭碗’。”黄小周介绍，这些年，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早已不仅仅

面向第二产业培养人才，“凡是有益于

一、二、三产业发展提质的人才培训，全

部纳入这一工程。”

提升培训质量
哪里有需求，课堂就开

到哪里；哪里有产业，培训
就办到哪里，提升培训的针
对性和适用性

参加资兴市育婴师中级培训班，陈

霞担任班长。走进资兴市金达职业培

训学校教室，高级育婴师曹丽娜正在讲

授婴幼儿护理及早教理论，陈霞和同学

们时而目不转睛盯着投影屏幕，时而埋

头记笔记。作为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认证的育婴员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考评员，曹丽娜有着 11 年的职业技

能培训教学经验。

“整合培训资源，汇聚优质师资。”资

兴市职教中心主任齐振煜说，资兴市协

调职中、电大、劳动技校在内的 10 多家

机构职教资源，成立了市职教中心，与市

职业技术学校合署办公，具体负责教学

工作。与此同时，从省内外聘请了 31 个

专业领域的 48 位专家组成讲师团，形成

了以市职教中心为主、18 所乡镇农校和

培训基地为辅的职业培训网络。

左手握拳按压肚脐，右手同时按压

左拳，曹丽娜双手兜住仿真塑胶娃娃腹

部，为学员们现场演示婴幼儿气管吸入

异物后的急救措施，同时辅以详实的三

维动画，说明如何通过肺部残留气体形

成气流冲击异物的具体原理。随后，学

员们 3 人一组围坐在桌前，按照曹丽娜

刚刚讲解的细分步骤分组训练。

“强化专业技能，重在实操训练。”

曹丽娜介绍，金达职业培训学校作为资

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的定

点培训机构，从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聘

请具有丰富临床医护经验的主任护师，

定期为学员们讲授“婴幼儿常见疾病的

基本护理方法”“婴幼儿应急急救措施”

等专业医护课程。目前，资兴市“一户

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中的实操课程占

总课时比例已达八成以上。

“这些年，我们的教学模式也在摸索

中不断发展。”齐振煜说，“一户一产业工

人”培养工程刚启动时，曾办过一次以养

殖农户为对象的培训课程，“一开始参训

养殖户热情很高，结果上了三五次课之

后，纷纷推托家里有事，不来上课了。”

“据部分学员反映，当时授课教师

讲授内容过于偏理论、轻实践，有些培

训内容跟不上产业发展需求。”齐振煜

说，从那以后，“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

工程坚持以促进就业创业为目标，瞄准

就业创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确定培

训内容，开设电焊、汽修、酒店服务、家

政服务、病房陪护、育婴、电子商务等实

用技术培训，有效提升了培训的针对性

和适用性。

机声隆隆，电机飞旋，湖南华润电

力鲤鱼江有限公司工人巡检时发现脱

硫浆液循环泵振动过大，立即通过对

讲机呼叫检修公司锅炉环保班技术员

何夏雄。经过细致查验，故障很快得

以 排 除 。“ 有 了 金 刚 钻 ，才 能 揽 瓷 器

活 。”何 夏 雄 感 慨 ，是“ 一 户 一 产 业 工

人”培养工程让他从一名跟班学徒成

长为专业技术工人。

“‘订单式’培训精准输送人才，为

企业打造了一支专业检修队伍。”湖南

华润电力检修公司培训部门负责人谢

艳芳介绍，检修工作技术要求高，但在

设备正常运转期间，企业难以组织培

训，只能利用设备停运间隙进行，导致

企 业 自 主 培 养 检 修 人 员 的 时 间 成 本

高，“一名合格的检修员需要跟着师傅

学习一年左右，方能独立上岗。”

谢艳芳说，由于学徒期间待遇相

对偏低、工作内容相对枯燥等，企业技

术类员工流失率长期居高不下，以至于

每个月都要招聘新员工，培训难题成为

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哪里有需求，课堂就开到哪里；哪

里有产业，培训就办到哪里。”齐振煜说，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领导小组办

公室了解到湖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诉求

后，与公司一起制定了联合办班的教学

方 案 ，利 用 周 末 时 间 开 展 检 修 学 徒 培

训。彼时，何夏雄刚进厂当学徒，经过近

3 个月的系统培训，他顺利考取了《锅炉

设备安装工（初级）》证书，实习期从 9 个

月缩短至 3 个月，提前半年转正，如今已

成为带领 28名技术工人的团队负责人。

摊开一摞统计表，谢艳芳向记者介

绍，企业技术类员工月度流失率从两年

前的 0.9%下降至目前的 0.3%以下，缓解

了企业用工压力。“培训跑出加速度，助

力 企 业 稳 定 队 伍 、提 升 效 益 。”谢 艳 芳

说，企业加入“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

程以来，技术团队已经从 500 多人增至

900 多人。

齐振煜介绍，资兴市着力打造“企业

下订单、培训机构出菜单、劳动者点单、

政府出资买单”的“四单”培训模式，致力

于实现与培养服务对象需求对接精准度

高、培训主体素质提升度高、社会服务贡

献度高、就业成功率高的“四高”目标。

2022 年，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

工程共计培训劳动力 4013 人次，其中紧

缺工种培训 2572人，占比达 64.09%。

为解决农村群众集中培训难、白天

培训时间少、课堂培训接受慢等问题，

资兴市充分发挥“一户一产业工人”培

养工程平台功能，与湖南农业大学、湖

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拓展线上

培训，大力推行线上培训与线下管理相

结合，方便农民群众利用碎片化时间，

随时随地开展线上培训。

目前，资兴市“一户一产业工人”培

养工程已形成职业技能培训和实用技

术培训两大类课程，截至 2022 年底，累

计开设专业 70 余个、培训班 1300 多期。

助力稳定就业
推 进 技 能 培 训 、鉴 定 、

就 业 有 机 衔 接 ，全 市 逾 4.1
万 名 学 员 通 过 国 家 职 业 技
能鉴定获得相关等级认证

偌大的实训室里，陈霞怀抱仿真塑

胶娃娃，正在进行育婴师（员）中级技能

考试模拟备考训练。“婴儿吐奶后如何

处理？”曹丽娜话音刚落，陈霞用左手扶

住娃娃头部，右手轻轻拍打后背，随后

将 娃 娃 平 放 在 床 上 ，手 掌 以 肚 脐 为 中

心，按照一圈一揉节拍，顺时针轻抚娃

娃腹部，直至做完 8 个节拍。

陈霞一丝不苟的动作、衔接流畅的步

骤，令曹丽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届育

婴师中级培训班开班以来，陈霞每天都会

进行 10余组模拟训练。对于即将到来的

育婴师（员）中级技能考试，她信心满满。

“小小证书作用大，既是培训成效

的 直 观 体 现 ，更 是 找 工 作 时 的‘ 敲 门

砖’。”陈霞说，2021 年 6 月完成初级育婴

师就业技能培训后，她曾去过市里的人

才市场咨询，由于没有相关资质和实践

经验，投出的简历基本石沉大海。7 月

顺利考取育婴师（员）初级技能证书后，

立即有客户向陈霞表达了聘用意向。

打开手机，轻触屏幕，陈霞快速登

录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根据页面提示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等个

人信息后，她的育婴师（员）初级技能电

子证书旋即一键获取，培训等级、类型、

机构名称和获取证书时间等信息一目

了然，方便聘用方在线查询核实。“一证

在手，就业无忧。”陈霞说，职业技能鉴

定证书含金量高，与她同期培训的学员

考取相关资质后，大多数都找到满意且

对口的工作。

齐振煜介绍，在深入探索“一户一

产业工人”培养工程过程中，资兴市持

续推进技能培训、鉴定、就业有机衔接。

过去，职业技能鉴定认证在地级市

层面。各县市区学员办理职业资格等

级认证时，需要本人到郴州市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现场完成，鉴定流程繁琐，申

办周期较长。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权 限 能 否 下 放 ？

2012 年 10 月，经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申请上报、湖南省人社厅审核批准，

同意在资兴市职教中心设立国家职业

技能鉴定所，接受湖南省人社厅职业技

能鉴定中心和郴州市人社局的业务指

导和质量监督，由郴州市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履行日常管理职责。

“家门口就能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考

试，乡亲们的培训意愿更高了。”黄小周

说，相较于以往到郴州市参加职业技能

鉴定考试，新举措为学员平均节约 3 至

5 天时间，大幅降低了他们的交通、食宿

等开支。对于暂不能下放县级市办理

的电工、焊工、叉车驾驶、装载机驾驶等

特种行业职业资格等级认证，学员可在

郴州市主管部门认可的资兴市内场地

完成培训，之后直接到郴州市指定考点

参加考试。

“截至 2022 年底，资兴市已有逾 4.1
万名学员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获得

相 关 等 级 认 证 。”齐 振 煜 介 绍 ，资 兴 电

工、焊工、特种装备操作工、育婴师等劳

务品牌正在加快打造。

“这些年，全市城乡劳动者职业技

能素质持续提升，稳定就业能力不断增

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资兴市委

书记杨理诚说，2012 年以来，资兴市城

镇新增就业 6.9 万余人，城镇失业人员

再就业 2.3 万余人，全市新增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 3.6 万余人，全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1.6 万余元增长

到 2021 年的 3.5 万余元。

2015 年 12 月，湖南省总工会在郴州

召开“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现场

推进会，总结推广“资兴经验”。2017 年

12 月，湖南省总工会印发《关于全省深

入推进“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的

实施意见》提出，各地要将“一户一产业

工人”培养工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等紧密结合，主

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截至 2022 年底，湖南省总工会累计

投入 4500 万元用于“一户一产业工人”

培养工程，培训农民工 57.8 万人次，培

训后就业 43.9 万人。

图图①①：：湖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锅炉湖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锅炉

环保班技术员何夏雄在开展检修作业环保班技术员何夏雄在开展检修作业。。

湖南华润电力检修公司供图

图图②②：：资兴市一名接受过资兴市一名接受过““一户一一户一

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培训的养殖户在投培养工程培训的养殖户在投

料喂鱼料喂鱼。。 朱孝荣摄摄

图图③③：：资兴市茶坪瑶族村瑶族群众资兴市茶坪瑶族村瑶族群众

参加刺绣技能培训参加刺绣技能培训。。

图图④④：：资兴市职业教育中心专业教资兴市职业教育中心专业教

师向学员们传授焊工职业技能师向学员们传授焊工职业技能。。

图图③③、、图图④④均为均为李科摄摄

图图⑤⑤：：资兴市退捕渔民参加烹调师资兴市退捕渔民参加烹调师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朱孝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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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湖南省资兴市技能型劳动力占比10年间提高 50多个百分点——

职业技能培训让劳动者好就业就好业
本报记者 申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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