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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持续推动职工素质教育强深度拓广度升温度

工会“大学校”：职工素质提升“加油站”
“母婴护理 、家务服

务、养老护理……在工会

‘ 大 学 校 ’里 ，既 能 学 技

能，还能考证书，帮助学

员快速上岗实现就业。”

近日，参加完海口市总工

会举办的初级家务服务

员技能培训班，42 岁的黄

金娇感叹道。

近年来，海口充分发

挥工会“大学校”作用，合力

建强竞赛促动、创新驱动、

培训拉动等平台，培育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队伍，持续推动职工素质教

育强深度、拓广度、升温度，

为职工打造一个个“加油

站”，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记者 周慧

6月27日，母婴护理员黄良丽正在业主家为婴儿进行喂食、洗

澡、按摩等一系列服务。“我如今的稳定工作，得益于参加了公益性

的职业技能培训，让我成为一名持证上岗的母婴护理员，为生活带

来了较好的经济收益。”曾参加过市总工会母婴护理员技能培训班

的学员黄良丽告诉记者，该公益培训不但免学费，而且门槛低、效

率高、可考证，帮助其提升自身职业技能，提升就业竞争力。

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职业发展，学习和提升技能都至关重

要。今年，市总工会将职业技能培训纳入“2024年服务职工群众10
件实事”，将发展所缺与职工所需结合，开展“工会送技能 培训促

就业”活动，计划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800人次。

6月21日上午，一场“理论+实践”的初级家政服务员（家务服务

员）职业技能认定考试在海口市现代家政职业培训学校进行。此次考

试的考生，正是市总工会初级家务服务员技能培训班的50名学员。

“在为期13天的培训中，我们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涵盖基础知识、烹制膳食、清洁家居等内容，让参训学员准确掌握

家政服务技能。”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该校副校长范永

安介绍，培训结束后，该校将为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并提供创业就业指导服务。去年，该校开设5个市总工会家

政服务技能培训班培训300人，就业率近60%。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为不断加强职工技能人才队伍及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我市各级工会组织以困难职工（含家庭成员）、农村转移就

业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就业群体为重点，开展初级、中级职业

技能等级培训以及专项职业能力技能培训，涵盖家政服务员、电工、快

递员、互联网营销等培训项目，提升职工技术技能素质水平和就业创

业能力，使更多职工（农民工）掌握岗位技能提高就业能力。

“为推动以赛促练，我市今年聚焦新型工业化、新兴产业、数字经

济，采取‘职业培训+技能竞赛’的模式，计划在12个行业领域开展劳

动和技能竞赛，涵盖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工种（项目）22项，是历届覆盖

行业最广、竞赛工种最多、参赛职工最多的一次比赛。”市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3年来，我市已陆续举办22场市级劳动技能竞赛，吸引了

近4000名选手角逐赛场，引领带动20余万职工开展岗位

练兵和技能比武，培养了一大批专

业、优秀的技能人才。

“文昌鸡是有名的琼菜之一，原

来的‘卤水煮鸡’可能会存在嘌呤高

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其改良为‘隔水

蒸鸡’，这种做法吃起来更健康。”6月
25日中午，在海口荷泰酒店的后厨，

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南海工

匠”等称号的李学深正在指导学徒改

良后的文昌鸡烹饪方法。

今年61岁的李学深已在琼菜领域

深耕40年，直到现在他仍每年坚持创

新、钻研几道菜。“要带出一个优秀的大

厨需要很长时间，这也让我意识到培养

职业技能人才的重要性。”李学深说，近

年来，他与省内技能院校合作授课，并

成立李学深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培训

我市职工、农民工超3000人次。

“他对于琼菜有着独到的见解，

时常教导我们在创新中坚持保留琼

菜的精髓，将‘匠心’融入创作。”师从

李学深已有 25年的符祥喜如今已成

为该酒店厨师长，同样坚持将自身多

年所学传授给20多名学徒。

此外，邹鸿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通过“传帮带”形式，抢救、修复海南黄

花梨遗产器物近500件；曹献平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充分发挥技能带头人作

用，创新研发全国首个“照片信息式证

照”的智能化集成制证设备及技术

……近年来，海口已在生物制药、智能

制造、教育科研等领域创建近30家市

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将其

作为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攻关站”、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培养

高技能产业工人的“新平台”。

“去年以来，我们为海口技师学院

增挂‘海口工匠学院’校牌，并组织符

合高层次人才标准或是本单位高技能

人才的人员组成海口工匠学院讲师

团，深入企业和学校开展培训。”市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市将继

续建设2至3家海口工匠学院，并依托

工匠学院资源优势，开展“劳模工匠助

企行”行动，分类分批实施职工学历和

技能提升培训。与此同时，分类打造

10家具有海口产业特色的市级劳模和

工匠人才、职工创新工作室，支持鼓励

劳模工匠发挥骨干带头作用，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新时代的椰城工人，应如何充实“8
小时”之外的时间？如何为我市经济文

化发展充电赋能？“职工夜校”给出了明

确答案——白天上班，晚上学艺。

今年 6月初，海口市工人文化宫

2024年职工夜校公益培训开启报名，

吸引不少职工报名参加。王丽萍是

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几年前一次偶然

接触，让她对形体瑜伽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6月 20日傍晚，报名掐丝珐琅

课程的王丽萍提前来到文化宫参观，

被丰富多彩的公益夜校课堂所吸

引。“美甲美睫、彩妆盘发、声乐绘

画……这么多的培训课程全免费，我

都想一一尝试。”王丽萍说，“职工夜

校”的出现，让她在繁忙工作之余，找

到了充实下班时间的全新方式，让她

的业余生活更丰富了。

市工人文化宫文宣部负责人吴

霞介绍，为了满足广大“上班族”的学

习需求，我市依托工人文化宫、职工

活动中心等职工阵地，通过早中晚不

同时间段、不同项目的兴趣培训，设

置晨光活力营、午间充电坊、夜幕课

堂，课程内容涵盖技能提升、素养提

升、兴趣培养等近 20项，满足不同年

龄段职工的兴趣需求，实现职工培训

项目的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市开

展 34个科目 120个班的职工素质公

益培训，覆盖职工群众超万人次。

“如今，工会‘大学校’已经成为

职工素质提升的‘加油站’，越来越多

的产业工人、一线职工立足岗位，提

高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一支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正

逐渐壮大。”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我市将积极建立资源集

成、形式多样、贴近职工、务实有效的

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模式，打造示范品

牌，搭建阵地平台，持续优化提升职

工队伍整体素质、提高职工职业技能

水平。

C 公益夜校惠职工 业余生活更丰富

B 工匠引领育人才 钻研技艺促创新

创新培训育人载体
建好人才“蓄水池”
□本报记者 周慧

城市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素质是

基础。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

我市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引导职

工队伍营造积极工作、创新创造的良好氛

围，全面提升职工素质、凝聚职工力量，积

极建设好、运用好人才“蓄水池”。

创新“大学校”培训育人载体。要

增强职工素质提升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根据不同岗位、不同层次职工需求，切

实开展职工素质教育培训、劳动和技能

竞赛等活动，把职工素质提升工程品牌

做实、做精。

发挥“大学校”工匠引领作用。职

工素质和技能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要积极发挥工匠典型的引领示

范作用，大力宣讲职工素质提升工程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宣传创新创业人才、

工匠等典型的成长成才案例，树立继续

教育、终身学习的思想。同时，积极建

设工匠学院、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以“师带徒”充分发挥示范引领、集

智创新、协同攻关、传承技能、培育精神

等方面的功能，培养造就一大批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

A 公益培训学技能 按需施教助就业

记者手记

▲6月21日，海南家美乐家庭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学员在参与家政服
务员考试。 本报记者 石中华 摄

▲参加海口市工人文化宫2024年职工夜校公益培训的职工在学习形体瑜伽。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在海口职工夜校课堂上，职工跟随授课老师学习“非遗”——掐丝珐琅技艺，丰

富业余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在海口荷泰酒店的后厨，李学深（右）指导学徒改良后的文昌鸡烹饪方法。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2024年海口市职业技能竞赛——“工会杯”制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现场，参赛人员在消毒员竞赛区比拼。 本报记者 康登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