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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等深度对接，有

效满足各类产业工人培训需求。

二 是 深 化 劳 动 和 技 能 竞 赛 ， 不 断 彰 显 工 人 阶 级 主

力军作用。开辟劳动和技能竞赛新赛道，广泛组织开展 

“深化产业赋能，助力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高质量发展”等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

三 是 强 化 职 业 教 育 培 训 ， 持 续 提 升 产 业 工 人 技 术

技能水平。出台了“科创名城·匠心淄博”产业工人技

能培训计划；组建了淄博市技工教育集团，推进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创新“五联、六式、九促”

产业工人终身培训模式，推进新型学徒制，积极推进技

能 人 才 企 业 自 主 评 价 ， 加 快 建 立 职 工 职 业 技 能 形 成 体

系，打造了一支适应淄博市产业转型发展要求的高素质

产业工人大军。

3、创新打造“三大平台”，营造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更好环境

一 是 创 新 打 造 了 产 业 工 人 思 想 政 治 引 领 平 台 。 依

托淄博工会融媒体中心，开辟了“工会之窗”，开通了

“职工在线”，开设了“工会之声”，向职工定期定向

推送重大政策、劳模故事等信息，引领职工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二是创新打造了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提升平台。按照

工会指导、学院主建、实体运作的模式，淄博市总工会

与淄博职业学院、淄博市技师学院等6家职业院校联合打

造了“淄博市劳模工匠学院”，制定了《劳模工匠学院

章程》，根据各类产业、区域经济需求制定培训计划，

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新型学徒制培训。

三是创新打造了“1333”劳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

台。推进实现劳动矛盾纠纷化解“一网联办”“一门通

办”，产业工人用手机即可实现“不见面”“一站式”

维权，降低了维权成本，提高了维权实效，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了基层和诉前，助力和谐淄博、平安淄博建设。

4、强化维权服务，保持产业工人队伍和谐稳定

一是维护好产业工人的政治权益。持续畅通产业工

人参政渠道，吸收2名产业工人兼职市总工会副主席，稳

步扩大产业工人在“两代表一委员”中的比例，彰显了

新时代产业工人政治地位。

二是维护好产业工人的民主权利。健全企业民主管

理体系，每年召开全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深化劳

动关系和谐企业（园区）创建工作，全市企业民主管理

建制率达95%，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达90%，职工意见表

达渠道更畅通。

三是维护好产业工人的经济权益。强化劳动法律监

督检查，从源头维护产业工人劳动经济权益；持续优化

提升户外劳动者驿站、职工之家、工会妈妈小屋、职工

书屋等服务阵地，将困难职工常态化帮扶同职工生活品

质提升有效衔接，聚焦职工急难愁盼，常态化开展就业

服务、送温暖、大病救助、金秋助学、心理健康服务等

帮扶活动。

淄博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的主要问题

1、产业工人的结构、数量、素质及能力等与淄博市

经济发展要求有一定差距

近 年 来 ， 淄 博 在 加 快 升 级 、 稳 住 传 统 产 业 基 本 盘

的同时，深入实施“四强”产业攀登计划，培育壮大氢

能、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等新经济，聚力打造全国新

型工业化强市。与之相比，目前淄博市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还有不适应之处。

一 是 产 业 工 人 队 伍 结 构 分 化 导 致 总 量 减 少 。 近 年

来，淄博市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主动关停取缔散乱

污企业，全面加快“机器换人”步伐，部分产业工人迁

出；服务业特别是寄递物流、家政服务、外卖配送等新

业态发展较快，用人需求迅速增长。但总体来讲，由于

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产生的

增量较小，难以完全补齐第二产业领域产业工人降幅缺

口，导致产业工人总量略有减少。

二是产业工人队伍发展不够均衡。对细分行业领域

的覆盖面不够，比如，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较少；

高学历和高层次专业人才占比较少；各区县之间产业工

人队伍体量差别较大。

2、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重使用轻培养”

“重学历轻技能”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部分企业对提升产业

工人素质对企业长远发展的益处认识不足。部分企业培

训职工的积极性并不高，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经营者对

技术培训、技能竞赛认识不足，片面认为职工参加这些

活动，会影响企业生产，也担心职工职业技能等级的提

高容易引发跳槽问题。同时，企业针对特殊岗位的技能

人才和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渠道有限，很难找到

合适的平台让工人进行培训、交流和接受继续教育。

3、齐抓共管氛围不够浓厚，合力推进改革的联动效

应尚未充分显现

统筹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需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个部门协同配合。

从调研情况来看，还存在对“产改”工作重要性认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