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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
安徽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矿井维

修电工高级技师。党的十八大代表，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曾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高技能

人才楷模、中华技能大奖、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

献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攻克技术难题 200多项，发表论文 20多
篇，“矿井生产监控系统的远程在线交互式故障

诊断技术研究及应用”技术成果转化后为企业

创效1.6亿元。

董慧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数控车工高级

技师，曾获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她主持或参与的多项技术

攻关获公司QC攻关成果奖，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1200多万。她坚持督促和帮助青年职工提高素

质与技能，先后带出一批素质过硬的技术骨干

和班组长，培养出 10多名技师和 50多名高级

工，为企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卫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二○工厂铣工高级

技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曾获全国

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技能大奖

等荣誉称号。先后参与多项空军新装备修理预

研项目和工厂重点项目的科研攻关，带领团队

总结出“非标垫片加工法”“钛合金加工法”“旋

风下料法”“钛合金薄板零件加工工艺研究”等

多项先进加工方法。主持或参与完成 300多项

零部件国产化自制攻关任务，为保障我军新装

备按时按质修理归队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春燕
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焊工高级技

师，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曾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她开创了大型

雷达液冷管路的焊接制造先例，不仅推动了军

事装备技术革新，还为企业创造了近千万元产

值。创新性地完成了焊接机器人柔性生产线建

设任务，极大地降低了焊接工人劳动强度，并创

造产值 766万元，节约成本 33万元。她带领的

QC团队多次获得全国、省、行业质量管理奖励。

纪玲玲
皖能马鞍山发电有限公司热工程控保护工

技师。曾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巾帼标兵、安徽

省技能大奖、安徽省劳动模范，省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她针

对660MW机组热控系统故障，实施设备异动及

技改121项，极大降低了因热控设备故障引起的

发电机组非计划停运事故发生率，每年为企业

节约费用开支200多万元。近年来，她带领的工

作室先后获实用新型专利1项、安徽省重大合理

化建议和科技进步奖1项。

李强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焦炉调温工高级

技师，曾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钢铁行业技术能

手、全国钢铁工业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先后攻克了国内最大容

积焦炉“炉顶空间温度过高”“炼焦耗热量高”等

一系列难题，获得国家专利 39项，其中 3个项目

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每年为企业创造经济

效益 4500多万元。他提出的“焦炉低耗能炉温

精确调节法”被命名为“先进操作法”。

桑仁龙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冷作工高

级技师，曾获全国技术能手、国防科技工业技术

能手、航空报国突出贡献奖、中央企业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擅

长旋压零件加工和薄管弯制，使某旋压产品废

品率从30%下降到5%以下。他带领的劳模创新

工作室团队先后完成 70多项创新改进项目，所

在的钣金班组被安徽省国防科工办授予“工人

先锋号”。

王建国
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汽车装调工高级

技师。曾获全国技术能手、国家高技能人才培

育突出贡献个人、安徽省技能大奖，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国家级考评员，安徽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累计获得发明专利 40 多个，在

提升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同时，年创造经济

效益近 200 万元。他带领的工作室已培训员

工 5500 多名，培育高技能人才 480 多人，其中

技师 30名。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和严峻复杂的就业形

势，我省全面落实“六稳”“六保”重大决策部署，制定实施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有效促进就业市场逐步复

苏，就业形势企稳向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数据

显示，前三季度，全省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5万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63万人的88.1%。

完善稳就业政策体系，积极扩大就业

今年以来，我省一方面稳企业、保就业岗位，一方面抓

创新、增就业岗位。

在援企稳岗方面，我省落实阶段性减免社保费率政

策，前三季度，全省累计减免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

374.2亿元;截至 9月底，累计向 12.83万户企业返还失业保

险费 10.59亿元，惠企数量和返还金额分别达去年全年的

6.9 倍和 1.53 倍；支出重点企业稳就业等就业补贴资金

21.9亿元。人社部门对 16个市 2769户企业进行的问卷调

查显示，69.38%的被调查企业三季度用工保持稳定；

59.12%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四季度生产经营向好或持平。

9月，全省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为 1.34，同比上升 0.02，
岗位供应充足。

在推动岗位增加方面，我省创新小微企业疫情期间增

岗补贴政策，出台创业担保贷款新政策，鼓励新增就业岗

位。1月至 9月，各地向 10695户小微企业发放增岗补贴

8711.6万元，带动新增就业岗位8万余个。近年来，除了加

大创业资金扶持和创业孵化载体建设，我省还不断提升创

业服务，通过举办创业赛事、创业特训营等，为创业项目搭

建对接平台，并在赛后持续对创业项目进行跟踪指导，在

场地、培训、融资等方面给予支持。

扎实推进重点群体就业，分类施策精准发力

今年以来，我省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捕渔

民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人社部门加大招录招聘力度，增加“三支一扶”等基层

项目招募规模，扩大就业见习规模。其中，省直机关带头

开发见习岗位1030个，积极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同

时，我省开展实名制就业帮扶，创新出台“发出一封信”、

“推送一批短信”、实施精准帮扶、提供“打包服务”、购买服

务成果等举措，促进2020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尽早就

业。截至8月底，全省高校毕业生签约率83%，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截至 9月底，我省累计组织 1.8万人参加就业见

习，完成人社部下达目标任务的91.5%。

人社部门创新建立了“1713”工作机制，推动退捕渔民

就业安置。通过完善1张实名制清单、畅通7条安置渠道、

出台 13项补贴政策，实现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全流程跟踪、

全需求覆盖。截至 9 月底，全省退捕渔民转产就业率

85.81%，超全国平均水平11.44个百分点。

此外，我省还与广东、天津、河北等地建立劳务对接协

调机制，与江浙沪地区签订《劳务协作对接和农民工返岗

复工协议》，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人社部门160个行政村

劳动力外出监测显示，9月末实有外出就业人数15.4万人，

同比上升1.94%，全省农民工就业局势稳定。

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帮扶贫困劳动者

今年的疫情和汛情，是影响脱贫质量的最大不确定因

素。为防范化解因灾返贫致贫，我省出台了多项措施千方

百计稳岗拓岗，保证受灾地区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今年

以来，我省精准推进就业扶贫工作，加强省内外劳务对接

服务，引导 168.3万名贫困劳动力返岗就业；创新通过“企

业订单周转池”、组织行业协会订单调剂、外贸转内贸订单

生产等方式，稳定就业扶贫车间生产经营，全省969个就业

扶贫车间吸纳贫困人口就业1.17万人，带贫率36.7%。

自今年 5月起，我省全面开展就业“四进一促”专项活

动，即“进校园、进企业、进园区、进社区(村)，促进就业”。

全省 2500余名人社干部深入 250多个园区、8200多户企

业，调研服务 118所高校，走访 891个社区，广泛宣传解读

就业创业政策，协调解决服务对象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就业市场逐步复苏就业市场逐步复苏 就业形势企稳向好就业形势企稳向好

我省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我省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5555..55万人万人

它的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简

称社保卡，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统一规划，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面向社会公众发行，主要用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的集成电路（IC）卡。

六大功能
社保卡具有身份凭证、信息记录、

自助查询、就医结算、缴费和待遇领

取、金融支付六大功能，可支撑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金融、其它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等领域应用。目前启动推广

发行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含有非接

功能，可支撑更多居民服务场景应用。

线上形态
电子社保卡是社会保障卡的线

上形态，是持卡人线上享受人社服务

等居民服务的电子凭证和结算工具，

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唯一映射、

状态相同、功能相通，由全国社会保

障卡服务平台统一签发、统一认证、

统一管理、全国通用。

持卡人数
截至2020年10月，全国社会保障

卡持卡人数达到13.29亿，覆盖94.2%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

逾2.91亿张。

截至 2020年 10月底，安徽省持卡数已达 5895.74万人，常

住人口覆盖率超 92%。全省电子社保卡签发量超过 1170万
张，实现与皖事通、支付宝、微信和各银行APP等 38个应用平

台深度融合。

应用领域
人社领域全业务用卡。可持卡办理人社各项业务、参加

培训、缴纳费用、发放待遇、进场考试、查询权益等，2020年 1-
10月通过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发放各类人社待遇约507亿元；

医保就医购药重要凭证。14个市（除合肥、池州2市外）开

展社会保障卡替代就诊卡试点，实现社会保障卡、银行卡、就

诊卡三卡合一，15个市（除黄山市外）开通了电子社保卡在医

院扫码就医或药店扫码购药功能；

惠农补贴发放载体。社会保障卡作为全省惠农惠民补贴

“一卡通”载体，实现21类100项惠农惠民补贴发放，年涉及资

金约350亿元；

文化旅游应用推广。联合文旅厅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保障卡

在文化旅游领域“一卡通”应用的通知》（皖人社秘〔2020〕197号），对

接实现省图书馆、省博物院实现持卡借阅图书和预约参观；

城市一卡通载体。亳州、阜阳、滁州、宣城等市在三

代社会保障卡卡面加载“城市一卡通”标识；芜湖、阜阳、

亳州、蚌埠、池州5市定为全国“一卡通”创新应用示

范地区。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技能人
才培养工作，结合实际部署实施技工大省
建设，全省人社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
我省关于技能人才培养的各项决策部署，
全力推动技工大省建设各项政策措施落地
落实，为建设美好安徽提供了坚实技能人
才支撑。截至2020年上半年，我省技能人
才总量达541.7万人，其中高级工以上高技
能人才150.9万人。“十二五”以来，我省累
计评选表彰“江淮杰出工匠”46人，安徽省
技能大奖167人，授予559人安徽省技术能
手称号，51名高技能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61 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社
会各界对技能人才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不断
提高。为了更好地弘扬工匠精神，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自11月30日起，“人社聚焦”
专版推出“技工大省 匠心筑梦”专栏，为读
者介绍46名“江淮杰出工匠”的先进事迹。

1、职业资格分
几类？

职业资格按性质

分可以分为两类：准

入类和水平评价

类。其中，准入类

职业资格是指所

涉职业（工种）必

须关系公共利益

或涉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人身

健康、生命财产

安全，且必须有

法律法规或国务

院 决 定 作 为 依

据；水平评价类

职业资格是指其

所涉职业（工种）

应具有较强的专

业性和社会通用

性，技术技能要求较高，行业管理

和人才队伍建设确实需要。

2、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
业资格退出目录是取消这些职
业及考试评价吗？

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不是取消职业和职

业标准，也不是取消技能人才评价，而是将

技能人员水平评价由政府认定改为实行社

会化认定，不再由政府或其授权的单位认定

发证，改由用人单位和相关社会组织按照职业

标准或评价规范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颁发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3、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
录后，已考的证书还能用吗？

当然可以。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国家职

业资格目录不是取消职业和职业标准，只是由政府认定改为实

行社会化认定了。退出目录前已发放的职业资格证书继续有效，

可作为持证者职业能力水平的证明。

4、目前已经报名参加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退出目录名单
内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是否还可以考试？能否拿到证书？

对已发布鉴定考试公告或受理鉴定考试报名的，有关机构可以根据考

生意愿，继续做好鉴定考试工作，或者退回有关费用。对已组织完成鉴定

考试的，做好职业资格证书发放等工作。对按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证书培养

计划招生的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或企业招收的企业新型学徒，学生（学

员）毕结业时可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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