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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倩）为提高旅客
乘车体验，国铁集团郑州局积极创新
客票服务举措，自昨日起开通“北京+
西安+洛阳”旅游计次票业务，助力旅
客一票游三城，沉浸式感受古都风韵。

本次推出的“北京+西安+洛阳”
旅游计次票包含北京西（北京丰台）至
西安北（西安）、西安北（西安）至洛阳
龙门、洛阳龙门至北京西（北京丰台）
三段行程各1张高铁二等座车票。旅
客购买后，可通过席位预约和直接刷
证两种使用方式，乘坐产品指定发到
站及席别的列车。

“以北京出发为例，旅客乘坐高铁
列车二等座席前往西安，后经停洛阳
返回北京，若旅客选择购买本产品，全
程仅需1008元，与现阶段三段行程的
票价相比，最高可优惠174元。”国铁

集团郑州局客票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一种新型票制产品，旅游计

次票不仅价格上更优惠，还可以满足
旅客在一定时间内乘坐指定区间内任
意车次动车组列车的需求。遇到行程
变更，旅客只需线上取消产品预约。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变更行程前
已线上预约席位，旅客应于预订车次
开车前取消预约，未取消预约的视为
一次乘车。旅客通过刷证方式乘车
时，席位信息会以短信方式发送至预
留手机号码。

区别于之前推出的旅游计次票产
品，该产品有效期为12天。旅客购买
产品后，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乘
车，否则产品将自动失效并全额退
款。启用后未在有效期内完成产品使
用的，票款将不予退还。

本报讯（记者 张倩 实习生
于记兆 文/图）6月 26日，河南省

“米”字形高铁网——郑太高铁重
要组成部分的郑焦城际铁路迎来
开通运营 10周年。高效、便捷、
舒适，郑焦城际铁路10年间服务
产品不断升级。

郑焦城际铁路从开通运营初
期每天只开行8趟焦作至郑州往
返列车，到如今两地往返95趟旅
客列车，最快间隔只有 5 分钟。
10年来，焦作站累计发送旅客超
2400万人次。2023年 5月 3日，
该站发送旅客 22181人次，创历
史新高。目前，焦作站已实现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长沙、
南京、杭州、太原等多个城市高铁
直达。

这条全长77.8公里的城际铁
路，全线设郑州、南阳寨、黄河景
区、武陟、修武西、焦作共 6个车
站，设计时速 250公里。线路的
开通结束了焦作与省会郑州间没
有直达铁路的历史。如今，郑焦
两地最快33分钟可达。

2015 年 6 月 26 日 8 时 7 分，
一列由郑州开往焦作的C2900次
和谐号动车组列车缓缓停靠焦作
站，标志着郑焦城际铁路正式开
通运营。这一历史性时刻为郑州

与焦作两座城市之间搭建起了一
条高效、便捷的交通新通道。

今年 6月，焦作站完成功能
改造，具备站内中转换乘功能，旅
客可从任意站台乘坐直梯或步梯
到车站南站房二层检票口，通过
新增的换乘闸机进入候车室，无
需出站即可乘坐接续列车，可大
幅缩短中转换乘时间。

2021 年，郑焦城际铁路（焦
作—南阳寨）开启高密度“公交
化”运营模式，旅客可以使用“铁
路 e卡通”扫码，通过专用通道乘
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近年来，国铁郑州局焦作车
务段持续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
等部门沟通协调，在五一、国庆等
节日期间增开焦作站至云台山、
神农山、陈家沟、嘉应观等热门景
区双向免费直通车，方便乘坐火
车的旅客无缝直达景区。

今年，新建焦作至平顶山铁
路——焦洛平高铁，控制性工程
即将开工。这条时速350公里的
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中八纵之一的“呼南通道”
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实现焦作至
洛阳 1小时直达，并通过衔接郑
西、郑渝等干线铁路，形成豫西北
至成渝城市群的快速通道。

面对新兴产业“求贤若渴”现状，
决定明确，构建全链条培养体系。在
人才培养方面，将重点围绕电子信息、
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装
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围绕
现代物流、商务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
和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
业发展，培育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
围绕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加强数字技
能人才建设；围绕现代种业、特色农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乡村工匠
培养。积极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的发展，加快培养未来产业
和未来社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

过去是企业追着学校要人，以后
是学校带着课程进企业。决定明确，
我市将发挥行业企业主体作用和职
业学校（含技工院校）基础作用，坚持
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校企合作，采取
新型学徒制、订单式等方式大力培养
高技能人才。支持重点产业链龙头
企业协同上下游企业和职业学校共
建共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支持职
业学校依托优势专业开展有偿性社
会培训、技术服务或者创办企业。

郑州出台新政
打造高技能人才高地
将技师纳入人才政策支持范围
5月10日定为“郑州工匠日”

郑焦城际铁路开通运营10周年

郑焦每天往返95趟旅客列车
最快间隔5分钟

6月26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郑州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以“一揽子”创新政策破解技能人才发展难题，为郑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工匠动能”。数据显示，全市技能人才“大军”已突破30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达113.94万人，成为支撑“郑州智造”的中流砥柱。

在人才引进方面，我市以“真金
白银+真情实意”打破引才壁垒。定
期收集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及时发布人才需求信息。持续通过
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高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职业技能
竞赛+就业”“云招聘”等活动，帮助企
业引进急需紧缺的各类高技能人才。

畅通引进绿色通道，将符合条件
的高技能人才纳入“郑聚英才计划”，
落实相关待遇。值得关注的是，将企

业引进的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
和首席技师纳入人才政策支持范围。

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提升人才国
际化水平。我市将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在高技能领域的交流互
鉴，与国外职业学校进行合作，引进
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和国际化高
技能人才。

鼓励高技能人才积极参与国际技
能大赛、国际研讨会等活动，支持高技
能人才参与海外研修和培训项目，打
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技能人才队伍。

将技师纳入人才政策

薪酬激励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决定明确，我市将推进能级工资协
商。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基于岗位价
值、能力素质和业绩贡献的高技能人
才薪酬分配制度。指导企业与职工
就能级工资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
同。鼓励企业设置符合技能人才岗
位特点的技能津补贴制度，对优秀高
技能人才可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
制、股权期权激励等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薪酬策略，让高技能人才分享企业
发展红利。

提升高技能人才待遇。支持企
业对在聘的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
师和首席技师分别比照专业技术人
员中级、副高级、正高级确定待遇。
鼓励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拓展高技

能人才成长空间，打通与企业中高级
管理人员晋级互通的发展通道。

评价体系更加灵活多元。支持
符合条件的企业根据国家标准自主
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对新招录或
者未定级职工可直接认定相应的职
业技能等级。加强政府、工会、行业
协会之间的协调协作，推动职业技能
等级在企业间互通互认。

推广技能竞赛“一赛双证”制度，
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部
门、工会等群团组织举办的符合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要求的竞赛实行结果
互认，对在技能竞赛中取得突出成绩
的团体和个人，直接授予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和工会等群团组织相应的荣
誉证书。

推广技能竞赛“一赛双证”制

大力弘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决
定明确，自 2026 年起，我市将每年 5
月10日设立为“郑州工匠日”，开展郑
州工匠评选、工匠创新交流等活动，
营造重视、关心、尊重高技能人才的
社会氛围。

经费保障方面，我市将建立政府、
企业、社会多元投入机制和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资金优先保障机制，发挥

教育经费资金保障作用，支持职业教
育发展。统筹利用各类专项资金，实
施新一轮市级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同时，制定住房、教育、就医、出
行等高技能人才方面的礼遇政策。
将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列入地方
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支持分级开
展优秀高技能人才研修交流、休假疗
养、节日慰问等活动。
本报记者 董艳竹

产教融合培育“未来工匠”

5月10日定为“郑州工匠日”

一票游三城！

郑州铁路推出
“北京+西安+洛阳”旅游计次票

旅客在过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