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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女性职业技能培训

摘　要　自 2007 年来，随着唐镇新市镇建设步伐的不断加速，农村女性群

体在就业上处于生理性、社会性的双重弱势地位。对此，唐镇社区教育采取

职技培训的方式帮扶弱势群体，激发了农村女性学习的积极性，提升了农村

女性的就业能力。

自 2007 年以来，随着唐镇新市镇建设步伐的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农

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大部分离开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妇女

群体，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劳动技能缺乏、择业观念陈旧、婚姻家庭拖累、

体力不如男性等原因，造成了在就业上处于双重（生理性、社会性）的弱

势地位。如何通过社区教育，加强对她们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

既是其自身的迫切需求，也是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责任。帮助农村女性

提高素质，更是镇成人（社区）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从 2010 年始，

唐镇成校在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过程中，重点探索通过职

业技能培训帮扶女性弱势群体发展的途径。

一、具体做法

（一）开展项目实验破解难题

唐镇按照党委政府“创新转型谋发展，服务民生促和谐的”工作思路，

把关爱、帮扶女性弱势群体，提高就业能力作为重要职责，采取措施破解

难题，并将其纳入创建社区教育示范镇和学习型社区的重要举措之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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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课题的探索研究，建立了由分管副镇长为首的课题小组，制定了详细

的研究方案，并加以落实。

（二）选择适宜农村妇女的培训项目

根据实验方案，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2010 唐镇农村劳动力职

业技能培训年度计划》。针对唐镇新市镇建设中的实际，结合不同层次妇

女群体的学习意愿，除重点推出适合中年女性和外来媳妇参加的母婴护理、

建筑物清洁保养工、烹饪工、绿化工、物业管理、服装缝纫工、服装检验

工等七项家政服务类培训外，还推出了适合年轻女性参加的办公软件应用、

计算机操作员、java 计算机编程、电子商务、助理物流师等五项信息技术

类培训。

（三）探寻多种宣传途径，提高知晓率

通过队伍网络（就业援助员、办学干部、妇女干部、外劳综合协管员

和老学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网站、短信平台、QQ 群、微博）、招生

活动（培训信息推介会、资格证书发放、职业指导进社区）等多种方式，

将培训信息尽可能多地传递到需要学习的人群，不断提高知晓率。

（四）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培训合力

与妇联组织的“双学双比”立功竞赛活动相结合，以培训支撑就业；

与计生办针对外来女性的“彩虹计划”相融合，以培训促进就业；与上海

寅丰服装有限公司等进行校企合作，以培训稳定就业；与银联卡产业园区

内企业联手订单式培训，拓宽就业；与社保所联手开展创业指导培训，以

创业带动就业。依托实事工程，引导妇女投身于群众性学习活动，提高素质；

构筑远程教育平台，方便学习者就近学习。

二、工作成效

（一）提高了农村女性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率

2010 年全镇共 1000 户家庭投入学习型家庭的创建，993 名妇女参加了

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其中 235 名妇女参加了信息化培训，共计 784 名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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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核，并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岗位证书。2011 年，有 1457 名妇

女参加职业技能培训，1246 人通过考核并获得相关证书；2012 年，有 1569

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1384 人通过考核并获得相关证书。

（二）提升了农村女性的就业能力

通过镇促进就业联席会议机制，打通了培训和就业的隔阂，订单式培

训和校企合作培训项目就业率达百分之百；保洁保绿保安项目百分之百安

排岗位；社保所优先推荐参加培训的学员上岗。有些母婴护理学员还没结

业就被人咨询“订购”；有些妇女经过绿化工培训后，成为大唐绿化公司

里“双学双比”的能手；大量年轻人经过计算机操作员培训后，在镇劳务

所的推荐下，成为大型超市的收银员。据不完全统计，65% 的学员能在培

训后三个月内实现就业。

（三）初步建立起通过社区教育帮扶女性弱势群体，提升就业能力的服

务体系

围绕女性弱势群体职业技能培训的开展，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服务体

系。以政府为主其他部门辅助的投入机制，多渠道的宣传发动，适应地域

发展需要的培训科目设置，学校、政府部门条线、企业协作的培训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教学管理，劳动保障部门及用人单位参与的就业推荐，

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管理及服务为一体的有效机制。

三、反思与展望

（一）必须创设一个氛围——学习改变命运

对农村女性这一弱势群体而言，当前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知识技能的匮

乏。社区教育具有“全员、全程、全面”的特点，能有效地满足她们多样

化的学习需求。镇通过创建学习型社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镇等工作，大

力宣扬“学习改变命运”的事例，充分激发其学习的热情，鼓励她们通过

学习，提升自身的生存和就业技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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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须建设好一个镇级学习基地——（成人）社区学校

以社区教育帮扶女性弱势群体发展，其中成人（社区）学校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在实验阶段，镇除了进一步完善“1+22”（1 所社区学校、

22 个村居委学习点）的社区教育网络外，还进一步提高了镇社区学校的办

学能力，着重在增强招生能力、教学管理能力、资源设施利用能力、课程

开发能力、办学保障能力、协调服务政府部门条线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能

力等方面作了探索，努力发挥教育主阵地的作用，为帮扶女性弱势群体发

展服务。

（三）必须形成一项机制——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的教育帮扶运行机制

要解决一项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形成一种运行机制至关重要。通过

2010 年以来的工作，唐镇已基本形成了以镇政府为依托、以社区学校为主体、

以村居委学习点为延伸、以政府部门（条线）为协同的社区教育运行机制。

通过镇促进就业联席会议形式形成合力：工青妇抓宣传发动，社区学校落

实教育培训，社保所负责就业推荐。

社区教育帮扶女性弱势群体发展的实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农村妇

女只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下岗职工、城镇失业、残障人员、

外来务工等群体，对于这些弱势群体，如何通过社区教育进行帮扶，以促

进社区的持续发展，也有着重大的研究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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