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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召开职业技能提升暨技能扶贫攻坚
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印发专项行动方案，在全市范围
内全力推动落实。

会议强调从10月中旬至12月底，我市人社部门需
加大工作力度，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质量，加强资金监
管。奋力完成全年职业技能培训50万人次以上，企业
新型学徒制培训3万人次以上等9项攻坚目标。

在本次攻坚行动中，会议罗列了六项工作重点：
一是加大企业职工培训力度。培训对象覆盖各

类企业职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职工培训中心，
鼓励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组织贫困劳动力、符合条件
的就业重点群体开展以工代训。

二是加速新职业培训。围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9年以来发布的3批次38个新职业，加大培训力度，
补贴标准为200元/人·天（不超过30天）。组织开发新职
业培训和考核标准。

三是深入做好技能扶贫工作。用好订单式组织、
菜单式教学、工单式就业“三单式”培训模式，鼓励广
大贫困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以工代训，持续开
展技工院校技能脱贫行动。

四是提速职业技能鉴定（评价）。统筹发挥好各
类鉴定评价机构的作用，集中开展一次培训和鉴定评
价全面比对、清理工作。建立培训开班与鉴定评价

“两同时”申请制度，实行培训结业与考核评价“无缝
对接”。

五是优化审核流程，及时兑现各类培训补贴。全
面落实企业自主培训预拨政策，培训开班后可先行拨
付不超过50%的培训补贴资金。加快专账资金支出
进度，区县人社部门直接拨付资金的，要在培训结业
审核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拨付；区县财政部门拨付资
金的，原则上要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拨付。

六是扎实开展统计工作。建立技能人才统计制
度、培训部门与财务部门对账制度，培训系统中的资金
拨付数据须与财务实际支出数据保持一致，各项培训
数据以任务完成为准。

会议提出，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和开展技能扶
贫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级人社部门
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 （本报综合）

重庆市召开职业技能提升
暨技能扶贫攻坚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12 月 18 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
发布会，请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
技能建设司司长张立新介
绍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壮
大高技能人才队伍有关情
况，并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12月18日表示，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已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
超过5000万人。下一步将按照中央关于提高技术
工人待遇的要求出台政策，加强激励；同时鼓励企
业完善机制，促进企业收入分配向一线职工倾斜。

张立新是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的这一情况。他说：“技能劳动者已是一个庞
大群体，但从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看，我国技能人
才总量仍然不足，特别是结构不优、素质不高问题
突出。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仅为26%，高技
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与发达国家相比
存在很大差距。”

究其原因，张立新认为，一是技能人才培养周
期长、培养成本高，人员流动性大，企业培养动力不
足。二是与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相比，技能人
才待遇不高，获得感不强。三是重学历、轻技能的
社会观念尚未根本改变。

“技能劳动者是产业工人的重要主体，对产业
结构升级、改善就业质量非常重要。要多措并举激
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
路，同时全方位提高他们的收入和地位，让他们能
够通过技能实现美好生活，实现人生价值。”他说。

张立新透露，未来将在发挥政府引领促进作
用的同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和市场决定性作用，
鼓励企业无论是在基本工资定级还是在津贴补
贴、绩效奖励等方面，把技能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
以体现。

据他介绍，有一批企业已经在建立技能激励制
度方面做出表率，比如有的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成
为企业股东，凭技能入股；有的高技能人才待遇相
当于企业副总的水平。

“对技能人才作出的贡献给予奖励也很必要，
特别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等，
要加大荣誉表彰力度鼓励大家通过技能成长成
才。”张立新说。

我国将推动
提高超2亿技能劳动者待遇

《2020代驾行业发展报告》发布

代驾工作成驾驶从业者新尝试
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

以及在代驾领域的逐渐渗透，我国“互联网+代驾
行业”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市场参与者数量不断
增加，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但市场监管仍需进一步
加强。

近日，滴滴发展研究院与滴滴代驾联合发布
《代驾行业发展报告2020——以滴滴平台为例》，旨
在关注代驾行业发展趋势，发挥代驾在助力出行安
全方面的作用，挖掘代驾行业的社会价值，并持续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代驾行业呈现四大发展特点

代驾行业经历起步初创期、快速发展期、
规范发展期后，于2018年进入迭代成长期，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当前发展阶段，代驾行
业呈现四大发展特点。

1.行业规模快速、稳定增长
随着酒驾入刑及民众安全出行

意识的普遍提升，代驾行业呈现蓬勃
发展态势。自2015年第三季度上

线以来，滴滴平台代驾订单量连
续四年高速上涨。

2.疫情后行业需求
创新高

随着疫情防
控进入新常态，

代驾行业也
随之回

暖，代驾需求呈现“V”形反弹，单月总订单量已经超
过疫前水平，并有望创历史新高。

3.代驾服务使用场景日渐丰富
随着代驾业务的纵深发展，代驾场景也日趋丰

富多元，从单一酒后代驾，向工作劳累、商务接送、
旅行旅游、接送家人、保养维修等多元化场景延伸。

4.代驾市场下沉趋势明显
从代驾订单增长率来看，2019年，三、四线城市

代驾订单同比增长率，远超一、二线城市。

代驾服务提升出行安全感

代驾在减少车主酒后开车、降低交通事故发生
率、提升酒后出行安全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调
研数据显示，86.7%的车主认可代驾能够减少酒后
开车频率，80.2%的车主认可代驾降低了交通事故
的发生率。此外，86.7%的车主认可代驾提升了酒
后出行的安全感。

代驾司机就业形态灵活自由

代驾司机作为一种新就业形态，相比于其他行
业，呈现出接单时间灵活自由、收入较高、稳定多元
等新特征，吸纳了大量具有驾驶技能的从业者加
入。2019年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的代驾司机数量
为22.9万，同比增长27%。

调研数据显示，滴滴代驾平台上47.8%是家庭
唯一就业人员（家庭中其他成员没有收入），70.6%
是进城务工人员，14.7%是退役军人。

84.9%的代驾司机为获得收入从事
该工作；工作时间灵活自由（63%）、作

为一种新的生活体验（30%），也成为代驾司机选择
代驾的主要原因；同时，代驾司机也非常重视工作
与乐趣兼具，25.9%的代驾司机认为开车是他们的
个人乐趣，代驾可以体验不同类型的车。

代驾行业成政企共治新典范

代驾行业与酒驾治理密不可分。多年来，酒驾
治理部门、平台企业积极探索尝试。其中，代驾平
台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及技术能力，为交警部门
研发酒驾查询系统，协助交警精准执法；政府部
门则充分发挥安全管理能力与经验，指导平台进
行司机驾驶安全培训；政企双方还在“一盔一
带”、零酒驾街区的宣传中积极合作，达到了1+
1>2的酒驾治理效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
合作提供了新思路。

研究认为，随着代驾使用场景不断丰富、
代驾市场持续下沉，民众安全驾驶意识逐
渐提升以及民众的餐饮消费热情不断被
激发，代驾行业仍有巨大增长空间。为
持续推进代驾行业健康发展，研究人
员建议进一步推进代驾行业规范
化、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政企
合作，并在提升代驾司机职
业认同感、关怀代驾司机
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和帮助。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