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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社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社工作的重要论述
奋力开创新时代上海人社发展新篇章奋力开创新时代上海人社发展新篇章

为持续推动“四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根据市委部署要求和
局党组学习教育安排，2020年12
月29日下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永峰为局
系统全体党员干部讲“四史”专题
党课。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纪维
萱主持，在局局领导出席。党课采
取视频大会的形式，设 1 个主会
场和24个分会场。

赵永峰同志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社工作的重要论
述，奋力开创新时代上海人社发
展新篇章》为题，深入系统地阐述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人才、
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等
工作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以及这
些重要论述对于做好人社工作的
重大意义，引领党员干部深刻领会
了总书记重要论述中所饱含的“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深
厚人民情怀，同时紧密结合上海人
社实际提出了具有很强指导性和
针对性的工作希望和建议。党课内

容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为局系统
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准确把握、全
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社工
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奋发作为，提
供了思想指南和实践方向。

赵永峰同志指出，进入新时
代、踏上新征程，局系统广大党员
干部要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砥砺
前行，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社工作的重要论述
精神。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优
化完善人社制度体系、政策体系
和服务体系，在实践中不断锤炼
改革工作艺术，努力将各项改革
举措落实到位，发挥实效。要积极
服务发展。始终把“四个放在”作
为谋划人社事业未来发展的工作
基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人才
发展环境和就业创业环境，积极
展现人社工作新作为。要持续保
障民生。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人民群
众的后顾之忧，努力为人民群众

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
全力促进和谐。加强人社治理手
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完
善人社治理体系，提升人社治理
能力，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赵永峰同志强调，要坚持系
统思维和全局观念。进一步加强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
布局、整体性推进，努力让每一位
市民在辛勤劳动和公平保障中共
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深化
改革、服务发展、保障民生、促进
和谐的有机统一。要进一步加大
工作融合和协同力度，切实形成
全局全系统“一盘棋”工作格局，
奋力推动全市人社事业开创新篇
章、实现新发展，使上海人社事业
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
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
涛在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举行的
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十三
五”期间，全国新增高技能人才
超 1000 万人。目前，我国技能劳
动者已超过 2 亿人，高技能人才
超过 5000 万人。其中，技工院校
每年向生产服务一线输送近百
万名技能人才。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
我国大规模高质量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5 年共开展补贴性培训
近 1 亿人次，贫困劳动力培训约
1000万人次。在高技能人才培养
方面，“十三五”期间，我国建设
了500多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近 700 个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全国新增高技能人才
超过1000万人。

不过，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
业人口总量的比重仅为 26%，高
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总量的比
重为 2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
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十四五”
规划建议要求“加强创新型、应
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汤涛表
示，当前我国结构性就业矛盾依

旧突出，需要加快培养高素质劳
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具体工作
包括：持续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进一步提高补贴标准、扩大
补贴范围、提高培训质量；大力
发展技工教育，进一步扩大培养
规模；加强基础建设、能力建设，
加大新职业开发力度，修订职业
分类大典，加强职业标准、职业
培训包开发，做好推进工学一体
化教学改革等方面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
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坦言，
与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相
比，技能人才待遇不高，获得感
不强；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
念尚未根本改变，加快培养高素
质劳动者的任务依旧十分艰巨。

汤涛表示，将按照中央关于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要求，推动
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激发人才
活力。

政府引领，政策激励。张立
新表示，人社部将充分发挥政府
引领促进作用，出台政策、加强
激励、加强宣传，为提高技能人
才待遇营造良好环境。

企业主导，适当倾斜。鼓励
企业完善职工收入分配机制，在

基本工资定级、津贴补贴、绩效
奖励等方面将技能作为重要要
素，向一线职工倾斜。“实践中，
有一批企业已经在建立技能激
励导向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例如，有的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成为企业股东，凭技能入股；有
的享受高技能人才待遇，相当于
企业的副总水平。”张立新说。

组织竞赛，加强奖励。据介
绍，“十四五”期间人社部门将加
大职业技能竞赛工作力度，对取
得优异成绩的选手给予荣誉和
物质奖励。在刚刚结束的第一届
职业技能大赛中，共有 291 名选
手获得86个项目的金、银、铜牌，
1010名选手获得优胜奖。各竞赛
项目前 5 名获奖选手将被授予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人

社部门加大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改革，取消 280 项国务院部门设
置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许可认
定事项。“为应对职业资格大量
取消，技能人才面临评价缺失、
影响职业发展等问题，我们积极

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遴
选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开展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张立新说。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
3700 多家企业、近 900 家社会培
训评价组织完成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工作备案。企业可以自主
确定评价范围、自主设置技能
岗位等级、自主运用评价方法，
完成技能人才的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社会组织可面向社会开
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目前，已
有104万名劳动者取得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至2019年，有13个省份开展
了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职
称评审工作，有1826名高技能人
才取得了相应职称，职称和职业
技能等级已经实现贯通。

“今年，我们准备把贯通领
域延伸到技术、技能融合发展的
多个职称序列。”汤涛说，近期人
社部将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
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
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

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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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教育部、国
资委、共青团中央、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开展的2021年度“国聘
行动”正式启动。行动从
即日起至 8 月，将针对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
体，陆续开展一系列集
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

党中央、国务院就
全面强化稳就业作出
一系列重要部署，强调
要更好发挥市场作用，
大力促进市场化社会
化就业。开展“国聘行
动”，是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广泛组
织央企、国企等各类用
人单位挖掘就业岗位，
积极动员各类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充分开展
供需对接，有力促进高
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
顺利就业的重要举措。

人社部作为人力
资源服务业的主管部
门，在此次“国聘行动”
中，将根据统一安排开
展“国聘行动·走进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人力资源
服务进校园、就业创业宣讲、
诚信人力资源服务等一系列
活动，组织国家级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及各类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搭建集中招聘平台，实
施线上线下结合，优化服务项
目产品，为高校毕业生等各类
求职者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的
一体化人力资源服务。同时，将
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持
续清理整顿市场秩序，切实维
护求职者公平就业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