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安区乡村振兴局
2022 年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工作方案

为高质量推进全区脱贫劳动力技能提升，按照许昌市乡

村振兴局“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要求，结合我区

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

中求进、服务发展、需求导向原则，大规模开展“全劳动周

期、全工种门类”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取证，让更多脱贫劳

动力及监测对象实现一技在身、一证在手、一条致富路在脚

下铺就，推动人民群众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增收，推进

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技能致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目标任务

2022 年计划安排培训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对象 1000 人次

以上，至少 800 人取得相应证书。其中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53

人以上，新增技能人才人数 33 人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 18

人以上，新增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农村实用

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等“四类人才”人数 6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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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对象

全区有劳动能力的 16—60周岁脱贫劳动力及监测对象，

适当向帮扶龙头企业、合作社、帮扶车间等联贫带贫经营主

体管理人员，以及脱贫村、乡村振兴重点村的村组干部延伸。

四、重点工作

（一）开展专项培训。按照“市级引导培训、县级普遍

轮训”原则，积极对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类分级开

展创业致富带头人、农村建筑工匠、养老护理员、农险协保

员、保洁员等专项培训、强化高技能人才供给，有效推动技

能人才培养培训与产业发展提档升级深度融合，推动脱贫地

区高质量发展。

（二）构建“三个一”体系。对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联合培训一批培训机构承担培训任务；联络一批认证机

构，开展技能认证工作；遴选推荐一批帮扶龙头企业、合作

社等帮扶主体，进入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目录。

（三）创新培训方式。积极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

接，针对脱贫劳动力，分类型、分专业、分等级进行培训，

采取“线上+线下“理论+实操”等方式，最大限度缩短培训

与就业距离。鼓励外出脱贫劳动力自主参加社会机构职业技

能培训，取得相关职业等级证书。

（四）强化政策支撑。对参加培训的“两类人员”，按

照每人每天 30 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费补贴；“两类人员”到

县（市）外省内定点培训机构参加培训的，可向户籍地或居

住地人社部门申请每人最高不超过 300 元的一次性交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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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费补贴。

五、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建安区乡村振兴局“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定期研究

解决重点问题，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协同各乡镇积极落实

工作。将“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列入我局日常工

作部署。

（二）加大宣传引导。各乡镇通过村内广播、群内宣传

和组织村组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帮扶责任人走

访入户等方式积极引导动员符合培训条件人员参加培训，让

“一技在身、一证在手、一条致富路铺就脚下”成为社会共

识，引导脱贫人口树立正确就业观，激励其技能增收、技能

致富。

（三）严把时间节点。各乡镇按照培训计划在规定时间

节点内按照程序完成培训目标任务。8 月底，技能人才培训、

定级、颁发证书工作大头落地；9 月底，全面完成培训任务。

（四）严格培训管理。由区人社局牵头遴选确定目录清

单内优质培训机构，制定培训计划，严格按照开班申请、过

程检查、结业考核等规定流程组织实施。建立区乡村三级培

训台账和脱贫劳动力持证台账，摸清脱贫攻坚工作以来针对

贫困劳动力开展培训情况和持证情况。

许昌市建安区乡村振兴局

2022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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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安区乡村振兴局“人人持证，技能河南”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张 芹 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高纯歌 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延召 信息中心副主任

成 员：胡 鹏 行业政策科科长

杨晓伟 项目科科长

陈 希 督查科科长

印 帅 网络信息科科长

余 榕 综合科科长

领导小组对全区乡村振兴系统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设工作牵头抓总，及时制定政策，协调解决问

题，推动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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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计划

序号 培训时间 培训乡镇 培训人次 取证人数

1 四月 张潘镇 121 97

2 五月

小召乡

陈曹乡

五女店镇

222 178

3 六月

将官池镇

蒋李集镇

榆林乡

283 227

4 七月
椹涧乡

灵井镇
185 148

5 八月
苏桥镇

艾庄乡
99 80

6 九月
桂村乡

河街乡
97 78

其中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53 人以上，新增技能人才人数 33 人以上，新增高技

能人才 18 人以上，新增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

会工作人才等“四类人才”人数 6人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