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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重视程度不够、落实改革进展不平衡、配套措施不

完善等问题，尤其是部门间的协调沟通不够紧密，工作

力度不够大，在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任务落实上还有

较大差距，没有很好地形成工作合力。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 改 革 工 作 推 进 不 平 衡 ， 个 别 区 县 起 步 较 晚 、 力 度 不

大。

4、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随 着 现 代 服 务 业 、 数 字 经 济 等 新 产 业 、 新 模 式 加

快发展，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

员 等 为 代 表 的 新 业 态 就 业 群 体 大 量 涌 现 ， 数 量 不 断 攀

升、成分更加多样、诉求更加多元，成为淄博市产业工

人队伍的新生力量。但正是新就业形态用工方式复杂多

样，现行法律框架下难以认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关系，

导致劳动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因劳动关系认定不

明确，难以与目前普遍实行的用人单位、劳动者和政府

“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匹配，致使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社会保险参保率普遍偏低；货车司机、网约车司

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占到新就业形态从业者

85%以上，在劳动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工伤风险，适应新就

业形态的劳动纠纷裁审标准和衔接机制还不完善，维权

难度较大。

深化淄博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主要路径

1、聚焦产业发展，推动淄博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相适应

一是以打造“劳动之城”为契机，着眼淄博市产业

发展需求，可考虑将产改任务完成情况赋予量化指标，

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二是将“淄博市劳模工匠学院”打造成为区域内具

有较大影响力的劳模工匠精神锤炼传承基地、中高技能

人才综合培训基地、劳模工匠技能创新基地、技能竞赛

综合服务基地。充分发挥工人文化宫、劳模工匠创新工

作室、职工大讲堂、工友创业园等各类实训基地作用，

搭建起多方合作、资源共享的产业工人技能培训平台。

大 力 推 行 “ 五 联 六 式 九 促 ” 产 业 工 人 终 身 培 训 模

式，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每年对10万名产业工

人进行不同形式的技能培训，帮助1万名产业工人通过学

习在技能或学历上提升一个等次。

2、发挥企业作用，进一步拓宽产业工人队伍的成长

通道

一 是 探 索 将 群 众 性 创 新 活 动 纳 入 企 业 研 发 体 系 ，

鼓励企业开展技能水平、技能等级自主评价，打破职业

技能等级与企业经营管理职务、专业技术职务之间的界

限，进一步拓宽产业工人成长成才的渠道。

二是将企业开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情况，与享

受奖补政策、开辟项目手续办理绿色通道、获得表彰等

工作挂钩，激发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的积极性、主动性。

3、深化统筹协调，建立更高层级的全链条推进机制

一是发挥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联席会议作用，按

照“领导领衔-提级调度-协调会商-专项述职-宣传引导-

问题约谈-典型示范”全链条推进机制，与其他改革事项

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落实淄博市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任务清单，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任务和责任，

建立问题约谈机制、协调会商机制、专项述职制度，加

强督查督导，狠抓落实突破。

二是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创新宣传手段、拓展宣传

渠道、丰富宣传载体，通过开设产改专题专栏、开辟产

改知识专窗等形式，用大众化、故事化、时代化、生活

化、日常化的讲述方式和内容载体，加强产改政策宣传

力度，讲好产改故事、产业工人故事、劳动者故事，努

力营造更好的社会、企业、个人支持产改的氛围。

4、健全保障体系，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吸引力

一 是 搭 建 好 多 元 主 体 参 与 的 纠 纷 解 决 平 台 ， 加 大

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这法律援助和维权服务力度，真正保

障好劳动者基本权益，让产业工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增强产业工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实施工会工作品质提升工程，进一步深化“党

建 带 工 建 ” ， 健 全 理 顺 淄 博 产 业 （ 行 业 ） 工 会 组 织 体

系，加强新就业形态等重点职工群体入会工作，着力加

强工会干部队伍建设。

三是强化面向产业工人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优 化 与 产 业 工 人 需 求 直 接 相 关 的 公 共 服 务 ， 如 就 业 服

务、文化服务、医疗保障、住房等方面，让产业工人更

具归属感。

结　语

产 业 工 人 是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的 重 要 主 体 ， 是 新 时 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的中坚力量，着力推动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充分调动产业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切实发挥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作用，对推进淄博市

“四强”产业、重点行业、特色产业健康发展有重要且

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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