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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企业职工教育

摘　要　奉贤区 2010 年 3 月创办区职工学校，目前已建成职工学校 46 所，

教学点 1003 个，形成了以院为引领、校为枢纽、点和堂为基础的职工教育

全覆盖办学网络，并在实践推进中完善了校、点、堂的规范办学体系。

新形势下，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多元经济发展和日趋激烈的市

场竞争，企业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显突出，奉贤越来越多的规

模企业和中小企业把加强职工教育培训作为人力资本开发的基本手段，区

委、区政府以上海建设“四个中心”为总体目标，围绕“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主线，根据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加强社会

建设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发展目标，要求区总工会、教育局和各镇、开发区、

园区切实加强对企业职工教育的领导和管理，列入议事日程。奉贤的中小

企业和非公企业较多，职工流动性较快，外来务工人员已成为职工队伍的

重要群体，劳动争议案件呈上升态势，迫切要求工会组织发挥优势，切实

加强职工教育工作。

一、实践推进

（一）整合资源，构筑区域职工教育新格局

1. 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成立由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区教育局等

15 个成员单位组成的职工教育联席会议，各镇、开发区、相关委局、工贸

集团成立由党委分管领导、宣传和工会等部门组成的职工学校校务班子，



学
习
活
动
篇

·135·

企业成立职工“教学点”工作小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推动、工会

运作、部门配合、企业实施、职工参与”的职工教育培训工作机制。

2. 落实载体，健全网络。建立奉贤职工学院，并会同上海开大奉贤分

校共同负责区域企业职工教育指导服务的基础上，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

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奉贤区镇、开发区职工学校（暂行）办法的通知》和《关

于建立奉贤区相关委局、工贸集团职工学校（暂行）办法的通知》。目前

全区各镇、开发区、委局、工贸集团、大型社区建立职工学校 46 所，百人

以上企业建立“教学点”和百人以下企业建立“流动教学点”和“联合教

学点”1003 个，部分规模企业建立班组课堂，形成了以院为引领、校为枢纽、

点和堂为基础的职工教育全覆盖办学网络。

3. 组建队伍，完善内容。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以企业和职工需求为导

向，加强职工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组建教育、科技、人保、卫生等 15 个行

业专业人员构成的职工教育讲师团。同时，形成“5+X”培训内容，“5”

为必修课，即职业道德、法律法规、劳动卫生安全、文化科普、文明礼仪，

后又充实调整为道德建设、形势任务、法律法规、科学文化、劳动安全卫生，

“X”为选修课，由各教学点根据本单位技术人才培养和岗位技术培训实际，

充实和完善课程内容。

（二）规范管理，建立区域职工教育新机制

订立《奉贤区职工学院学院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奉贤区职工

学校管理手册》，《章程》明确：学院由上海市奉贤区总工会主办，是实

施区域内职工教育培训指导与管理的公益性社会服务组织；整合区域内企

事业单位办学资源，争取政府（行政）支持和资金扶持，使职工学院与社

会资源相互补充，形成办学合力；建立健全区域内的职工教育培训组织网络，

各镇、开发区成立职工学校，有 50 人以上的企业均可设立教学点。

（三）完善制度，推进教学点标准化考核

1. 考评制度，制定《奉贤区职工学校、教学点考核评估标准和实施职

工学校和“教学点”验收标准》，组织相关人员实施评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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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证制度，编制《职工素质教育学习卡》（以下简称《学习卡》）

和《职工素质教育合格证》，规定《学习卡》满 20 学分的职工占企业职工

总数 80% 以上的企业，可以评为职工素质教育合格单位并颁发职工素质教

育合格证。

3. 激励制度，被评为区职工素质教育合格单位的企业作为先进集体、

文明单位、工人先锋号等评选的重要依据，完成年度学习课时积分的职工

可以评为知识型职工，并作为优秀职工和先进个人评选的重要依据。

4. 扶持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本区纳税的各类企业，按规定足

额提取并使用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且 60% 以上用于基层一线职工职业培训），

按照企业缴纳的地方教育附加（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 2%）给予企业

职工培训和职工技能培训经费补贴（重点企业 80%，一般企业 75%）。

二、实施成效

（一）落实政策实效

落实区财政职工培训经费渠道，关注企业新增劳动力的素质。鼓励企

业进行定向培训，重点关注本区户籍失业、协保、农村富余劳动力、镇保

无业人员（简称“四类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实行配套补贴和一次性

奖励机制，促进社会化技能培训；同时，鼓励企业与成人学校合作、成人

学校与劳动就业部门合作，开展本镇高校、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培训。

搭建企业职工岗位成长平台，由镇政府牵头，积极开展企业职工技能竞赛，

同时拓展政府补贴项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加强技能人才载体建设，

加速培养技能人才。

（二）实现部门协同

如南桥镇职工教育工作在镇全民教育办公室的统筹下，由镇总工会牵

头，并建立职工学校，全面负责企业职工培训的面上发动和指导服务；镇

成人学校、社保中心、团委、妇联积极配合，提供各类培训资源、政策扶

持、组织支持；企业是职工培训的主体和责任人。镇职工学校在原有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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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企业教学点的基础上，实现新增教学点 20 家，“5+X”职工教育覆盖率

达 80% 以上，每个职工接受培训超过 20 课时；建设镇级优秀教学点 10 个，

区级优秀教学点 5 个。

（三）提升企业责任

通过各种会议和媒体，以及相关考核评优活动，引导、指导企业尤其

是规模企业把员工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来抓，落实职工培训工作。以伟

星集团上海工业园为例，对 800 余职工根据中高层主管、各部门主管和骨干、

基层员工开展了三级培训。目前已经实施一级培训 12 期，二级培训 48 期，

三级培训 325 期，年人均培训达到 20 课时。该企业主带头参加培训，并重

视员工的全方位职业技能培训，做到培训平台扎实（以“东方大讲堂”为

典型）、组织架构清晰（每级培训均有负责机构）、培训过程规范严密（所

有培训有课件、有记录、有考核、有评估、有总结）、培训有针对性（坚持“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三、实践反思

近几年来，奉贤的企业职工教育在区域管理、学校推进、企业自主三

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新的历史时期，企业职工教育应充分关注企

业的改革发展，充分关注企业职工的民生问题。

1. 正视企业职工诉求。职工教育为广大企业职工提供了再学习的机会，

实践中，应充分考虑企业生产，教育内容针对需要，关注小微企业教育。

2. 加强学校平衡发展。各职工学校、教学点发展不够平衡：如档案材

料的积累方面，部分单位材料较单薄，且以教学点材料为主，职工学校综

合性材料较少；具体实施方面，部分教学点没有长效的培训计划，或有计

划却落实不到位，培训内容少，培训形式较单一，职工教育氛围不浓厚；

培训内容方面，部分“教学点”过多地侧重职业技能知识的培训轻科学理论、

思想道德、法律法规、文明礼仪等知识的培训。

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目前区、镇、企业都有职工教育培训的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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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现有规模都不大，整体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升。下一步发展中，

应当以区职工学院、开放大学为集结点，建立区域层面上的以行业为牵引

的职工教育教育资源库，并加强职工教育师资队伍的培训与交流。建议借

鉴区域社区教育兼职教育和志愿者教师之家的做法，搭建职工教育教师培

训与交流的平台。

4. 加强品牌课程建设。目前大部分职工学校、教学点能积极开展各类

培训，也呈现出了一些特色，但在聚焦某类群体，或是结合党委政府重点

工作中的职工群体，创造性地开展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还不够，培训重点不

够突出，品牌效应不够。建议在区域统筹协调下，根据企业特点、行业特色，

建立企业职工教育品牌项目，实现区域共享。

5. 加强学校规范管理。目前，区域内的各镇、开发区、园区以及相关

企业都建立了职工学校、教学点，并能按照区职工学院的统一要求实施管理，

但在规范操作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基本台账、考评机制不够完善，建议

加强过程性的督查和评价，并组织先进表彰和现场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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