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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提升，收入提升
请盯紧十大振兴产业
工人收入多少？是社会的最低吗？大部分是，但是也有月薪5000多元，公费旅游，老总还担心他跳

槽的。本报曾经报道过的从普通农民转行的电焊工林宪周，一个月收入5280元。他靠的就是不断的提
升自我，学习新技术钻研新技术，在本职工作上获得突破。

不是工人就是低收入，他们面临着大量提升待遇的机会，像林宪周这样就是，当然河南的机遇还有
更多途径，选定自己的职业目标，甚至选定一个工种进行努力，就可能实现。

根据今年上半年我省提出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有产业研究人士认为，将自己的定位朝向十大产
业，就是未来提升机遇和待遇的好办法。据报道，这需要振兴的十大产业分别是化工产业、电子信息产
业、生物产业、装备制造业、钢铁产业、轻工业、有色金属产业、汽车产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

《方案》中表明，从2010年开始,组织全省50家企业开展高技能人才评价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推动全省技能人才队伍梯次发展。发挥技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基础作用,通过校企
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健全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紧密联系、政
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实施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方面，《方案》提出，适应我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产业集聚区
发展需要,采取支持地方政府购买高技能人才培训成果的办法,促进企业、院校及社会各类培训机构加
快培养一批社会紧缺、企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加大重点领域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

今后每年从技术含量较高、从业人员较多的职业领域中选择50个以上职业(工种)进行比赛。通过
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进一步促进职工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岗位成才，促使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中原崛起，这不仅是河南经济的机遇
更是河南2000万剩余劳动力的机遇

50亿，建设河南新一代产业大军
据昨日《环球时报》报道，继去年入选美国《时代》年

度人物后，“中国工人”再次作为一个群体荣登美国著名
财经杂志《财智》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

工人，再次站在了时代的窗口。
“河南有1亿人口，去年我省与国家人保部签署备忘

录，要把河南从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昨日，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了
刚刚出台的《河南省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省人社厅职业技能建设处栾雷处长说，将
用3到5年时间，投入50亿元，助推我省全民技能振兴。

晚报记者 辛晓青

产业转移，中原复兴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说，中原经济区机遇正当时，大量的产业正向中西部转

移，“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规律都是80%的人口聚集到离海不到100英里的地区，人是跟着就业走的。
但中国有个特殊情况，就是沿海面积很小。”

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始向中部转移，而河南的交通枢纽地位造就了便利的物流环境，
河南的1亿人口造就了人力资源优势，河南承接沿海的产业转移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机会下，河南将实现
多少人的就业，很多人还无法估算。

栾雷说，“河南的1亿人口，70%在农村，农村有5000万到6000万劳动力，其中剩余劳动力2000多万。”他
认为，河南经济的机遇，就是劳动力的机遇，更是等待就业的2000万剩余劳动力的机遇。

工人，再次站在了时代的窗口

表彰专家，也表彰工人
让工人被社会认可
当科技贡献获得社会认可，被重奖被宣传的时候，工人们往往在仰视。
郑州一个企业的工人李先生说，“工人就是干活，没啥可值得炫耀的。”
李先生的话，反映了工人们的身份自卑。他们需要被社会认可，他们做出的贡

献需要被重视。
《方案》指出，将完善政策措施，建立技能人才表彰奖励机制。
据栾雷介绍，在河南省优秀专家评选表彰时，向特别优秀和做出突出贡献的高

技能人才倾斜，“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进行表彰奖励。”
根据《方案》，今后河南省技术能手、优秀农民工、创业带头人将每2年评选1次，

每次各评选出100名左右,纳入政府奖励范围,每人一次性奖励人民币5000元。栾雷
说，这是首次将农民工和创业带头人奖励纳入政府序列。

此外，《方案》还明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公安等部门制定优秀
农民工落户城镇的优惠政策。

失业培训，终身培训
建设新一代产业大军
是不是只要有劳动能力就能当工人？在刚刚进入我省的一个 500强企业招聘

考试就可以看到，不仅需要有基础的知识，甚至还需要有健全的人格。
栾雷提出，为了实现我省的全民技能振兴，将建立“终身培训机制”。

“入职前有岗前培训，在岗的时候需要在职培训，可能30岁前你是初级工，30岁
之后需要培训晋升到中级工，再之后培训学习，成为一个高级工。失业了再就业要
培训，自谋职业也有创业培训。”

《方案》中大量的内容都在围绕着提升技能进行。其中包括面向农村劳动力的
“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等，实施农村劳动力“一人一
技”培训计划。确保每个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至少掌握 1门劳动技能，
促进其有效稳定就业。

针对企业职工，开展在岗和转岗技能培训，努力建设适应新型工业化要求的新
一代产业大军。推动各类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职工培训制度，年开展企业职工
技能培训40万人。大力推进技能再就业培训，年培训失业人员30万人以上。

学历承认，职务评审
突破界限评人才
技校毕业是啥学历？没几个人能说清楚，技校的文凭在公务员考试中，在职称评定中，一直都处于

不被认可的尴尬局面。然而河南的全民技能振兴，要的就是技校学生顶起河南经济的一大片天空，就
是要赋予他们更强大的社会认可度。

栾雷介绍，在《方案》中有几个重大突破，其中就包括对技能人才的评价机制。“将进一步突破年龄、
资历、身份和比例限制，完善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
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据介绍，今后开展职业学校毕业生职业资格认证，加快推进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取得学历
证书的同时，取得相应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同时特别之处是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在取得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证书的同时获得大专学历证书。

今年也首次明确，职称评定方面开始探索建立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员职业发展贯通的新机制，
明确生产一线工程技术人员可申报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高技能人才可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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