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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就业创业领导小组发〔2019〕1号

中卫市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中卫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9 年—2021 年）》的通知

各县（区）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市就业创业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
《中卫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年—2021年）》，

经市人民政府第 5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中卫市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 10月 8日

中卫市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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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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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9 年—2021 年）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宁夏回族

自治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年—2021年）〉的通知》

（宁就业领导小组发〔2019〕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19年—2021年，全市开展各类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3.475万人次以上，其中 2019年培训 1.275万人次以上，2020年

培训 1.3万人次以上，2021年培训 0.9万人次以上。经过努力，

力争到 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 25%以

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20%以上（目标任务见

附件 1）。

二、培训范围

面向职工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

毕业生（以下简称“两后生”）、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退

役军人、家政服务人员、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

残疾人）等就业重点群体以及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以下简称贫

困劳动力）等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培训意愿和就业能力的城乡各

类劳动者。

三、培训类型及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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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职工培训。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主体作用，

企业结合自身需求制定职工培训计划，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指导下，自行组织或委托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有培训资质的

培训机构开展岗位技能、安全技能和新型学徒制培训，加强对外

协作培训。三年培训各类技能人才 1.2万人次以上，其中高技能

人才不少于 0.225万人次，新型学徒不少于 0.1万人。

1.岗位技能培训。包括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以工代训、上岗

前培训和转岗转业培训，将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作为企业职工培训

的重点，大力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在线学习等活动，大力

提倡企业自主开展脱产培训、高技能领军人才和产业紧缺人才区

内外培训。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职业（工种），培训后

须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未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职业（工

种），培训后须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

参加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培训补贴按照附件 2执行，工业企业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

训，培训补贴在附件 2标准的基础上再提高 20%。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以工资发放

银行流水证明为依据，按每人每月 500元标准给予生产经营主体

培训补贴，最长不超过 6个月。企业职工参加上岗前和转岗转业

培训，取得相关企业培训中心、定点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单位

颁发的培训合格证书的，给予企业每人 300元培训补贴，培训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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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从提升行动资金中列支。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

政局、扶贫办、总工会、各县（区）人民政府。排第一位者为牵

头单位，下同）

2.安全技能培训。实施高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提升行动计

划，对能源、化工、矿山等高危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各类特种作

业人员普遍开展安全技能培训，严格执行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

合格后上岗制度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参加安全技能培训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书

的，给予企业每人 800元培训补贴，培训补贴从提升行动资金中

列支。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

政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应急局、市场监管局、总工会、各县（区）

人民政府）

3.新型学徒制培训。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采取“企校

双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全面推行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

入校”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培训，培训后

须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培训，按自治区有关规定，给

予企业每人每年 6000元学徒培养补贴，培训补贴从提升行动资

金中列支。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教育局、财政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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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各县（区）人民政府）

（二）就业重点群体培训。依托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定

点培训机构结合县（区）企业、园区、特色产业采取“订单式、

定岗式、定向式”等方式开展就业技能、创业、“两后生”和直补

个人等培训。三年开展各类培训 1.535万人次以上，其中就业技

能培训 0.99万人次以上、创业培训 0.545万人次以上。

1.就业技能培训。面向城乡就业重点群体，持续开展“春潮

行动”“求学圆梦行动”、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等培训，培训后须取

得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培训合格证书等）。

就业重点群体参加培训后，取得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等）的培训补

贴按附件 2、附件 3执行，培训补贴从提升行动资金中列支。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教育局、财政局、总

工会、残联、各县（区）人民政府）

2.创业培训。对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高校

学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

育类毕业生）等城乡劳动者开展创业培训，培训后须取得创业培

训合格证书。

GYB、SYB、IYB 模块分别给予定点培训机构每人 400元、

1200元、1600元培训补贴，网络创业培训给予每人 1600元培训

补贴，培训补贴从提升行动资金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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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县（区）

人民政府）

3.“两后生”培训。针对城乡“两后生”等青年，在职业院校（技

工院校）开展为期一学期的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后须取得职业资

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参加一学期职业技能培训，给予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每人

6000 元培训补贴。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农村家庭、城镇零就

业家庭、残疾人家庭和城市低保家庭子女再给予每人 3000元生

活费补贴。培训补贴从提升行动资金中列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子女生活费补贴，从切块下达到各县（区）的自治区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列支或由县（区）自筹资金解决。“两后生”中的农村家庭、

城镇零就业家庭、残疾人家庭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生活费补贴从

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教育局、财政局、扶

贫办、各县（区）人民政府）

4.直补个人培训。具有我市户籍且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可

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和培训方式，先行自付培训费用，培训后须取

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直补个人补贴标准按照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培训补贴按附件 2执行，培训补贴从提升行动资金中

列支。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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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

（三）贫困劳动力培训。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含“十二

五”生态移民）开展培训，培训方式按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计划》（宁政办规发

〔2018〕15号）文件执行。2019年—2020年培训贫困劳动力 0.74

万人次以上。

贫困劳动力参加培训后，取得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等）的培训补贴

按附件 2、附件 3执行，培训补贴从切块下达到各县（区）的自

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列支或由县（区）自筹资金解决。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扶贫办、各

县（区）人民政府）

（四）就业特殊群体培训。依托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定

点培训机构结合县（区）特殊群体实际开展退役军人、新型农民、

家政服务人员培训。

1.退役军人培训。针对自主就业士兵、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等

开展技能储备培训、适应性培训和退役后职业技能培训。

技能储备培训、适应性培训资金按现行资金支付渠道列支。

职业技能培训后，取得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等）的培训补贴按附件 2执行，

培训补贴从提升行动资金中列支。

（责任单位：市退役军人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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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

2.新型农民培训。围绕我市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两廊”产业

布局，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

升计划，按现行政策执行。

新型农民培训补贴按现行资金支付渠道列支。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3.家政服务人员培训。对以家庭为服务对象、满足家庭生活

照料需求的服务人员开展家政服务业培训。

家政服务人员培训补贴按现行资金支付渠道列支。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妇联、各县（区）人民政府）

（五）职业技能鉴定。鉴定补贴标准按附件 4执行。专项职

业能力考核按每人 200元补贴标准执行，鉴定补贴从就业补助资

金中列支。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扶贫办、各

县（区）人民政府）

四、经费保障

（一）资金筹集。全市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筹集资金（以

下简称提升行动资金），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市、县（区）

单独建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

对“提升行动资金”支出有缺口的县（区）可按规定向自治区申请

调剂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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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县（区）

人民政府）

（二）生活费补贴。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城镇零

就业家庭成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能力证书）的，给予每人每天 40元生活

费（含交通费，下同）补贴，最高补贴不得超过 800元；取得培

训合格证书的，给予每人每天 20元生活费补贴，最高不得超过

400元。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认定范围按《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宁政发〔2017〕77号）执行。贫困劳动力培训期间生活费补

贴从切块下达到各县（区）的自治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列支或由

县（区）自筹资金解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和城市

低保家庭学员，培训期间所需生活费补贴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

支。

（责任单位：市扶贫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

县（区）人民政府）

（三）资金监管。完善补贴资金发放台账，市、县（区）定

期向社会公开年度培训任务完成和补贴资金使用情况，加强监督

检查和专项审计工作。从就业资金中安排经费，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对培训进行全过程监管。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资金申请、审核及拨付等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要采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和软件系统，对培训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防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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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造假行为，信息系统的研发、管理等费用从就业资金中列支。

对套取、骗取资金的依法依纪严惩，对培训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

问题要区分不同情况对待，保护工作落实层面干事担当的积极

性。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商务局、退役军人局、扶贫办、各县（区）人民政府）

五、补贴资金兑付方式

享受补贴的企业、培训机构、个人或院校可向县（区）人社

部门申请培训补贴、鉴定补贴，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企业申请补贴。企业申请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上岗前

培训、转岗转业培训、安全技能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的应

当提供：培训人员花名册、劳动合同复印件、职业资格证书复印

件等，以工代训补贴除提供以上资料外，还应提供工资发放银行

流水证明。企业在开展培训前，还应将培训计划、培训人员花名

册等相关材料报市、县（区）人社部门备案。

（二）培训机构申请补贴。培训机构代为培训企业或培训对

象申请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和贫困劳动力培

训补贴的应当提供：培训人员花名册、培训人员身份证复印件以

及培训合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资格等级证书、专项职业

能力证书复印件，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

发票）以及代为申请协议等，“两后生”培训补贴除提供上述资料

外，还应当提供入学证明、身份证明。培训机构申请特殊群体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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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补贴时，按照现行资金支付渠道要求提供材料。

（三）个人申请补贴。个人申请“直补个人”培训补贴应当提

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社会保障卡》）复印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培训机构开具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等。

（四）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申请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应提供鉴

定人员花名册、技能鉴定参加者身份证复印件、职业资格证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复印件、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票据（或税务发票）等。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商务局、退役军人局、扶贫办、各县（区）人民政府）

六、培训事项

（一）统一培训内容。在完成国家统一的职业（工种）教材

教学的基础上，增加党的建设、安全生产、工匠精神、质量意识、

消防知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职场礼仪、新农村

建设、戒毒康复、计划生育、科普知识等教学内容，提高贫困劳

动力的综合素质。

（二）统一培训时间。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和

贫困劳动力培训，每个培训班不得超过 50人，培训时间原则上

20—30天，每天不少于 6 个学时（特殊专业可根据专业培训需

求确定培训时间），其中，实操不少于培训时间的 2/3，专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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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培训时间按附件 3执行。上岗前培训、转岗转业培训前，

企业及时将培训计划上报人社部门备案，培训时间不少于 3天，

SYB 和网络创业培训时间不少于 7 天，以工代训时间不少于 1

个月，“两后生”培训不少于一个学期（四个月以上），新型学徒

制培训时间不少于 1年，安全技能培训、特殊群体培训按行业部

门时间要求培训。

（三）统一档案资料。从培训档案封面、培训档案目录、开

班申请、师资队伍、培训花名册、职业技能培训委托书、技能培

训学员登记表、学员考勤表、培训日志、督查记录、结业考试花

名册、结业证书、就业去向统计等 20个方面统一规范档案资料

（详见《中卫市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计划》职业技能培训档案资料样本）。

（四）统一培训次数。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在户籍地、常住地、

求职就业地参加培训后取得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等）

的，按自治区规定给予培训补贴，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享受不超过

3次，但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

（五）统一规范过程监管。按照“谁组织、谁监管、谁负责”

的原则，通过跟班督查、普遍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重点对开

班申请、过程检查、结业审核等环节进行监管，切实保证培训的

针对性、实用性、有效性和培训效果，及时统计各类培训，每月

将培训进展情况报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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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

商务局、退役军人局、扶贫办、各县（区）人民政府）

七、工作要求

（一）健全工作机制。在市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下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等各方作用，形成工作合力。县、区人

民政府要把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切实承担主体

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承担资源整合、培训机构管理、质

量监管等职责，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分解工作任务，抓好督促落

实。发展改革部门要统筹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建设。教育

部门要组织职业院校承担职业技能培训任务。工业和信息化、住

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作用，积极参与培训工

作。财政部门要确保培训等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农业农村部

门负责职业农民培训。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协调组织退役军人

职业技能培训。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指导协调化工等高

危行业领域安全技能培训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作业培训。就业创

业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共同做好职业技能培训

工作。鼓励企业成立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加强对职工的各类培训。

各县、区要制定具体贯彻落实措施，对政策和工作落实不到位而

影响任务完成的要进行问责，要为开展技能提升行动安排必要的

工作经费，用于培训的组织、监管等日常开支。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局、教育局、住房城乡建设局、扶贫办、农业农村局、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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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军人局、商务局、财政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二）激发培训主体积极性。在职业院校启动“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对承担培训工作的职业

院校（技工院校）获得培训收入，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经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认定后，可按一定比例提高，职业院

校（技工院校）在内部分配时，应向承担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作

的一线教师傾斜。对开展技能人才培训工作突出的企业、职业院

校（技工院校）、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年培养 1000、5000、10000

人以上的，在享受培训补贴基础上，自治区再分别给予 50万元、

100万元、200万元培训补贴;国家级、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每年培养高技能人才 20人以上的，自治区给子 10万元培训补贴。

所需经费从提升行动资金中列支。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展改革委、教育局、

财政局、商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三）依规使用教育经费。企业要按有关规定足额提取和使

用职工教育经费，其中 60％以上用于一线职工培训，可用于企

业“师带徒”津贴补助。落实将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提

高至工资薪金总额8％的税收政策。健全技术工人评价选拨制度，

突破年龄、学历、资历、身份等限制，促进优秀技术工人脱颖而

出。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总工会、各县（区）人民政府）

（四）提高服务质量。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全部向具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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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放。对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实行目录

清单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每年公布培训机构目录，方便

劳动者按需选择。探索实行信用支付等办法，简化流程，减少证

明材料提高服务效率，符合条件的及时兑付补贴资金，原则上每

半年至少兑付一次培训补贴资金。

（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县（区）

人民政府）

（五）做好舆论宣传。要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体，加强对职

业培训工作的宣传，力争每一位城乡劳动者都了解政策、掌握政

策、享受政策，以激发参与职业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加大

对培训工作好的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的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

与支持职业培训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责任单位: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局、教育局、住房城乡建设局、扶贫办、农业农村局、退

役军人局、商务局、财政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以前规定与现行相关政策不

一致的，以本方案为准，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 31日。

附件：1.2019年—2021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目标任务表

2.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补贴标准表

3.专项职业能力培训目录补贴标准表

4.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鉴定补贴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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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2021 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目标任务表

单位：人

序号 单位

培训类别

企业职工培训（8） 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训

（8）
贫困劳动力培

训（3.5） 创业培训（3.5） 备注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19 2020 2021

1 沙坡头区 1200 2900 2900 1600 1400 900 400 500 830 1190 1190

2 中宁县 800 2000 2000 1300 600 600 500 500 325 300 300

3 海原县 100 100 2000 1000 500 3500 2000 295 510 510

合计 总任务 2000 5000 5000 4900 3000 2000 4400 3000 1450 2000 2000

说明

1.企业职工培训包括：上岗前培训、转岗培训、安全技能培训、特种作业培训、技能提升培训、新型学徒制。

2.重点群体培训包括：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专项培训等就业技能培训和“两后生”培训。

3 贫困劳动力培训包括：精准脱贫技能培训和汽车驾驶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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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补贴标准表
类别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说 明

A类

15项

1 焊工

2 机械设备修理人员
设备点检员、电工、锅炉设备检修工、变电

设备检修工、工程机械维修工

3 通用工程机械操作人员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4 房屋建筑施工人员 砌筑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架子工

5 汽车整车制造人员 汽车装调工

6 机械热加工人员 铸造工、锻造工、金属热处理工

7 机械冷加工人员
车工、铣工、钳工、磨工、冲压工、电切削

工

8 炼钢人员 炼钢原料工、炼钢工

9 炼铁人员 高炉原料工、高炉炼铁工、高炉运转工

10 消防设施操作员

11 工艺美术品制作人员 景泰蓝制作工

12 木制品制造人员 手工木工

13
汽车摩托车修理技术服

务人员
汽车维修工

14 生活照料服务人员 孤残儿童护理员、育婴员、保育员

15 餐饮服务人员
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西

式面点师、茶艺师



19

类别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说 明

B类

33项

16 矿物采选人员 井下支护工、矿山救护工

17 轨道交通运输服务人员 轨道列车司机

18 建筑安装施工人员 电梯安装维修工、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

19 土木工程建筑施工人员
筑路工、桥隧工、防水工、电力电缆安装运

维工

2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人

员

锅炉运行值班员、发电集控值班员、变配电

运行值班员、继电保护员、燃气轮机值班员、

锅炉操作工

21 电子设备装配调试人员
广电和通信设备电子装接工、广电和通信设

备调试工

22 电子器件制造人员
液晶显示器件制造工、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装调工

23 电子元件制造人员 电子产品制版工、印制电路制作工

24
电线电缆、光纤光缆及电

工器材制造人员
电线电缆制造工

25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人员

变压器互感器制造工、高低压电器及成套设

备装配工

26
医疗器械制品和康复辅

具生产人员
矫形器装配工、假肢装配工

27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人员 机床装调维修工

28 工装工具制造加工人员 模具工

29 硬质合金生产人员
硬质合金成型工、硬质合金烧结工、硬质合

金精加工工

30 金属轧制人员
轧制原料工、金属轧制工、金属材热处理工、

金属材精整工、金属挤压工、铸轧工

31 轻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氧化铝制取工、铝电解工

32 重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重冶火法冶炼工、电解精炼工、重冶湿法冶

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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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说 明

B类

33项

33 陶瓷制品制造人员 陶瓷原料准备工、陶瓷烧成工、陶瓷装饰工

34
玻璃纤维及玻璃纤维增

强塑料制品制造人员
玻璃纤维及制品工、玻璃钢制品工

35
水泥、石灰、石膏及其制

品制造人员

水泥生产工、石膏制品生产工、水泥混凝土

制品工

36 药物制剂人员 药物制剂工

37 中药饮片加工人员 中药炮制工

38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

产品制造人员
涂料生产工、染料生产工

39 农药生产人员 农药生产工

40 化学肥料生产人员 合成氨生产工、尿素生产工

41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人员

硫酸生产工、硝酸生产工、纯碱生产工、烧

碱生产工、无机化学反应生产工、有机合成

工

42
化工产品生产通用工艺

人员
化工总控工、防腐蚀工、制冷工

43 炼焦人员 炼焦煤制备工、炼焦工

44
纺织品和服装剪裁缝纫

人员
服装制版师

45
酒、饮料及精制茶制造人

员

酒精酿造工、白酒酿造工、啤酒酿造工、黄

酒酿造工、果露酒酿造工、评茶员

46 农业生产服务人员 农机修理工、沼气工、农业技术员

47 美容美发服务人员 美容师、美发师

48 消防和应急救援人员 消防员、森林消防员、应急救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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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说 明

C类

33项

49
水生产、输排和水处理人

员
水生产处理工、工业废水处理工

50
气体生产、处理和输送人

员

工业气体生产工、工业废气治理工、压缩机

操作工

51 仪器仪表装配人员 钟表及计时仪器制造工

52 计算机制造人员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

53 家畜繁殖员

54
健身和娱乐场所服务人

员

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滑雪、

潜水、攀岩）

55 印染人员
印染前处理工、印花工、印染后整理工、印

染染化料配制工、纺织染色工

56 织造人员 整经工、织布工

57 纺纱人员 纺纱工、缫丝工

58 纤维预处理人员 纺织纤维梳理工、并条工

59 乳制品加工人员 乳品评鉴师

60 粮油加工人员 制米工、制粉工、制油工

61 动植物疫病防治人员

农作物植保员、动物疫病防治员、动物检疫

检验员、水生物病害防治员、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员

62 康复矫正服务人员
助听器验配师、口腔修复体制作工、眼镜验

光员、眼镜定配工

63 健康咨询服务人员 健康管理师、生殖健康咨询师

64
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维修

人员
信息通信网络终端维修员

65 保健服务人员 保健调理师

66 有害生物防制人员 有害生物防制员

67 环境治理服务人员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

68 水文服务人员 水文勘测工

69 水利设施管养人员 河道修防工、水工闸门运行工、水工监测工

70 地质勘查人员
地勘钻探工、地质调查员、地勘掘进工、地

质实验员、物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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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说 明

C类

33项

71
检验、检测和计量服务人

员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纤维检验员、贵金属首

饰与宝玉石检测员、机动车检测工

72 测绘服务人员
大地测量员、摄影测量员、地图绘制员、不

动产测绘员、工程测量员

73 安全保护服务人员
保安员、安检员、智能楼宇管理员、安全评

价师

74 人力资源服务人员 劳动关系协调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75 物业管理服务人员 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

76
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

人员
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

77 广播电视传输服务人员 广播电视天线工、有线广播电视机线员

78 信息通信网络维护人员 信息通信网络机务员、信息通信网络线务员

79 仓储人员 （粮油）仓储管理员

80 航空运输服务人员 民航乘务员、机场运行指挥员

81 道路运输服务人员 机动车驾驶教练员

备注：1.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

级）、技师（二级）、高级技师（一级）的，A类每人分别给予 1200元、

17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补贴；B类分别每人给予 1100元、

15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补贴；C类分别每人给予 1000元、

12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补贴。

2.未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职业（工种），培训后取得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按照 B 类标准给予补贴；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每人给

予 800元补贴；直补个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按照

B 类标准给予补贴；贫困劳动力参加驾驶员培训，取得 B2以上驾照给予

5000元补贴，取得 C类驾照给予 3000元补贴。

3.未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的新职业（工种），需上报自治区人

社厅，待确定后，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补贴范畴，并按照 B类标准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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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项职业能力培训目录补贴标准表

序号 专业职业能力项目名称 培训天数（天） 补贴标准（元/人）

1 装载机操作 20 1400

2 挖掘机操作 20 1400

3 牛肉拉面制作 20 900

4 服装缝纫 20 800

5 家居清洁 10 700

6 老年人照料 10 650

7 刺绣品制作 10 550

8 手工编织 10 600

9 枸杞树修剪 10 550

10 枸杞硬技扦插 10 550

11 枸杞病虫害防治 10 550

12 剪纸 10 500

13 烩小吃操作 8 750

14 羊肉臊子面制作 8 700

15 羊杂制作 8 700

16 枸杞干果加工 6 550

17 油香制作 5 550

18 酿皮制作 5 550
注：此表按照 1天 6个学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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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鉴定补贴标准表

职业等级

职业资格（技能等级）鉴定（考核）费（元）

A类 B类 C类

初级工 400 300 250

中级工 500 350 300

高级工 600 400 350

技师 700 500 450

高级技师 750 55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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