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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张孙小娱 通讯员 王润
棋）12月20日，市政府新闻
办举办烟台市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工作新闻发布会。会
上进一步解读了市政府出台
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烟台市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
意见》。《实施意见》从加大高
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拓宽职
业技能发展渠道、推动技能
人才成长成才、强化技能人
才保障激励等4方面入手，
确定了技能人才政策的“黄
金十四条”，提出到“十四五”
末，全市技能人才占就业人
员的比例超过30%，高技能
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超过
35%。到2035年，全市高技
能人才总量达到50万人。

实施技能人才培养提升
行动。我市支持企业与技工
院校开展技能人才联合培
养，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在重点产业链开展“金蓝领”
培训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
养，按照每人每年 3000 至
7000元给予培养补助；设立

“烟台未来技能之星”奖学
金，每年奖励优秀学生200
名；支持院校创建国家级、省
级优质校、优质专业群，最高
给予100万元补贴。

实施技能人才职业拓展
行动。我市实施新“八级工”

职业技能等级序列，建立并
逐步扩大技能人才技能等级
与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贯通领
域。每两年举办一届烟台市
职业技能大赛，对在各级竞
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选手给
予最高50万元一次性奖励。

实施技能人才激励示范
行动。在烟台市“双百计划”
产业领军人才中单设产业技
能类，每年遴选10名左右烟
台市产业技能领军人才，参
照制造业企业博士标准给予
最高10.8 万元生活补贴和
26万元购房补贴。在烟台
市“双百计划”拔尖人才中单
设专业技能类，每年遴选不
超过80名烟台市技能大师，
给予每人每月1000元市政
府津贴。每年遴选200名左
右烟台市技术能手，每人给
予2000元一次性市政府津
贴。对企事业单位自主培养
的省级以上高技能领军人
才，在国家、省支持资金基础
上，再给予最高100万元配
套扶持。健全高技能人才奖
励激励机制，对符合条件的
高技能人才按规定推荐或授
予五一劳动奖章、青年五四
奖章、青年岗位能手、三八红
旗手、巾帼建功标兵等荣
誉。支持高技能人才申办

“山东惠才卡”“烟台优才卡”
“烟台优青卡”。

我市构建技能培养新模式，对高技能人才进行激励奖补

“黄金十四条”让技能人才有奔头
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 通讯员 王润棋 摄影报道

技能人才是人才“金字塔”的塔基，是
产业发展的基础。我市今年以培养“高精
尖缺”技能人才为导向，加强产业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对高技能人才进行激励奖补，激
励更多人才投身技能领域，为培育新质生
产力、赋能重点产业链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技能人才支撑。

数字是最好的注解。截至三季度末，
全市共有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27.46万人，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达33.34%。

12月20日，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烟台市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新闻发布会，进一
步解读了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烟
台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确
定了技能人才政策的“黄金十四条”。

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
为产业发展蓄能

我市是工业大市、制造业大市，对产业
工人的需求量大，对技术工人技能要求高，
迫切需要培养和引进一大批高素质技能人
才，以满足产业发展需要。

好的成长环境，是培育高技能人才的
沃土。我市支持技工学校改扩建，开发烟
台产区葡萄酒、鲁菜师傅等一批特色培训
教程，建设线上培训平台6个，构建起培训
课程共建、实训场所共用、培训资源共享、
链上企业共赢的技能培养新模式。

技赢未来，能达天下。烟台通过开展
万名技工竞赛为技能劳动者成长成才搭建
擂台。目前，已构建起世界、国家、省、市、
县、技工院校和企业七级联动的职业技能
竞赛体系，连续组织参加4届世界技能大
赛，累计培养获奖选手6名，5个“世赛”项
目国家级集训基地落户我市。每年举办各
类职业技能竞赛120余场，超1.5万人次参
赛，让技能人才实现人生出彩、出圈。

围绕重点产业，我市开展了“金蓝领”
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项目，广泛发动链
上企业、用人单位参与，年内已开展“急需
紧缺”高级工以上培训800余人。我市还
建设了77处国家级、省级、市级大师工作
室等平台，累计培养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
术能手等国家级人才54人，齐鲁首席技师
等省级人才428人，烟台市首席技师、技能
大师等市级人才2230人，培养和选拔出一
批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高素质劳动者。

企业自主评价
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企业技能人才培育和评价是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随着技
能人才评价“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入，企
业自主评价成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主
阵地”。我市大力推进企业自主评价，选取
自主评价基础扎实的龙头骨干企业开展

“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试点，进一
步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有效地提升了
企业技能型人才的培育评价活力。

对企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以
及自主培育的高技能人才，我市制定了奖
补细则。

企业自主评价奖补：奖补对象为我市
16条重点产业链中有效开展自主评价的企
业，按照评价等级和人数给予最高5万元
经费支持。奖补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每
年不超过100万元。奖补名单根据申报企
业年度自主评价新增职业技能等级人数、

重点产业链情况及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推荐意见综合考量确定。奖补资
金用于支持企业对本单位职工开展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工作。

企业自主培育的高技能人才奖补：奖补
对象为由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的自主评价企业自主培育新晋升的技师、高
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每人分别给予
2500元、3000元、6000元和8000元一次性
补贴，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10万元。奖补
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分担，总额每年约
200万元。奖补名单由市、县两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当年度新晋升技师、高级
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职业技能等级人
数总量，计算需奖补金额后确定。

技能人才被纳入
烟台人才补贴范围

对技能人才有礼遇，才能激发起人才
进取、技能兴烟的一池春水。

今年，烟台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

吸引集聚青年人才来烟就业创业的若干措
施》等文件，将技能人才纳入人才补贴范围。

根据规定，自2024年6月1日起，对首
次新引进到我市企业（含中央、省属驻烟企
业，下同）工作且属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发布的急需紧缺技能人才（工种）需求
目录内的45周岁以下首席技师和特级技
师、35周岁以下高级技师和技师，在烟缴纳
社保满一年后，分别给予每人每年3.6万
元、2.4万元、1.2万元、6000元生活补贴，补
贴时限为3年。

目前，市人社局已经发布《2024年度
烟台市企业急需紧缺适用技能人才生活补
贴工种目录》，符合政策规定的技能人才可
于2025年6月起申请补贴。

电力作为现代社会日常生产与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项重要资源，其营商环境的构建水平已
经深度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

12月20日，烟台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
布会，烟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县级干部鞠
市委在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各级政府落实
资金约3.5亿元，投资力度保持全省前列。

加快乡镇充电设施布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对环境保护意识的
增强，新能源汽车正逐步成为汽车行业的主流，
而在这场绿色出行的变革中，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的建设与优化刻不容缓。

我市对全市老旧小区、次新小区进行充电桩
“统建统服”意愿摸排，建成栖霞翠新家园、栖霞
华府名都、芝罘区桦林颐和苑小区等14座“统建
统服”示范站。加快乡镇充电设施布局。及时掌
握车辆推广计划和充电需求，持续开展充电设施
迁址改造，重点满足电动出租、网约车等专用车
充电需求，优化完善高速公路快充网络建设。今
年新建33座直流快充站、45台充电桩，全市88
个乡镇实现直流快充桩“乡乡全覆盖”。

报车牌号免交充电桩报装相关证件

鞠市委介绍，我市全面摸排梳理充电设施
建设与充电服务市场情况，分析同类企业充电
网络及电量数据，发现并挖掘充电重点资源地
区。加快服务电动公交、物流专用充换电服务
市场，全力打造“国网充电驿站”等城市公共充
电场站品牌。

实现“车辆登记+充电桩报装”功能应用。省
内率先实现“车辆登记+充电桩报装”功能在“爱
山东”APP上线运行。车主完成车辆登记时，在

“爱山东”APP上仅需录入车牌号码（含临时车
牌），即可通过车辆管理系统调用车主信息、车辆
信息，实现相关证照免提交。工作人员会根据工
单信息主动联系居民进行事项确认、现场勘查、接
电服务，缩短了用电项目接电时间。该功能融合
了免“物业登记证明材料”小区名单，充电桩报装
便利度进一步提升，报装时间平均缩短5天。

打造343个电力网格会客厅

用户满意度是评判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准。

烟台市通过“全链条、一体化”提升供电服务协
同效率，建立“1+N”联合服务团队为新建小区
提供“3个一”便捷服务，实现高低压资料一次
性接收、高低压交底验收一次进行、资料接收到
装表接电的“一条龙”服务，65个新上小区平均
报装时间压缩67%，服务满意度100%。

“强前端、大后台”升级供电服务响应能力，
科学构建电力网格2.8万个，各级网格按1:1配
置网格经理，高效完成基础信息采集、服务信息
传递等功能。“网格+电格”精准化对接，线上
1800名网格经理全部进入1.6万个网格群，及
时传递故障隐患等诉求，线下打造343个电力
网格会客厅，进驻29个政务大厅，有效畅通基
层电力服务微循环。

节省用户办电投资超2.5亿元

国网烟台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刘继彦在发布
会上介绍，与市发改委、财政局等部门联合印发
《烟台市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纳入土地储备
成本实施细则》，切实履行电网投资责任，“三
零”（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三省”（省时、省
力、省钱）累计服务超1.75万户，节省用户办电
投资超2.5亿元，其中累计延伸投资到红线项目
120个，节省大中型企业办电成本超0.58亿元。

跑出项目“加速度”，“获得电力”再升级。

烟台为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提供精细化定制服
务。建立省市重点项目供电服务作战图，紧密
跟踪烟台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用电需求，组织
108名专家成立14个专家服务团队，提供包括
政策解读、技术服务、业务办理等内容在内的全
链条供电服务方案，共服务潍烟高铁、万华蓬莱
等170个省市级重点项目按期送电。

创新“一次办”“无证明”等高效办电新模
式。贯彻落实政府“高效办成一件事”决策部
署，推广“过户+改类”“过户+增容”等6项业务

“一次办”。推行新装增容、变更用电等高频业
务“无证明”办理。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
实行水电气暖联合报装服务。“市政设施联合报
装一件事”典型服务案例成功入选全省营商环
境简报。

及时传导电改红利，服务22万余家工商业
电力用户执行动态分时电价。2024年全市工
商业用户累计减少电费支出8.58亿元。

建成21座无人机机场用于电力巡检

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近年来，烟台聚
焦设备老旧、频繁停电等治理重点，加快配网和
农网补强，年均投入10亿元升级改造配农网。
电网建设提档升级。35kV及以上基建工程完
成“16开工、13投产”。雁岭工程获评省公司精

品工程，1项台区工程获评国网配网百佳工程，
累计下达配农网投资 12.62 亿元、储备项目
12.03亿元。供电可靠性持续提升。累计完成
300台主变中低压侧绝缘化提升及75条主变
近区10千伏裸导线改造，清理异物、鸟害3.7万
余处，配电线路故障停运率稳步下降。全年户
均停电时间减少至1.85小时以内，综合供电可
靠率达到99.979%，位居国内前列。

增强电网设备运维能力。建成全市首个
“光储充柔·协调互动”示范工程，探索多元协同
控制、过电压自动治理、台区负荷灵活转供等模
式。规模化应用无人机巡检等先进技术，建成
无人机机场21座，开展无人机可见光和红外巡
视2.9万公里，确保设备异常“早发现、快处置”。

符合条件的项目由政府承担供电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据了解，今年市发改委联合烟台市财政局、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烟台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出台了最新供电延伸投资实施细则。

该实施细则明确了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支
出纳入土地储备成本。在工业类、商服类、住
宅类三类土地基础上，增加公共管理和公共
服务类的定额标准，全面覆盖烟台市储备土
地类型。对于符合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明确无论是否纳入土地储备，均由政府承担
供电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明确了土地储备项
目延伸投资的红线标准。电网企业电源接入
点原则上设置在用户建筑区划红线处，距建
筑区划红线不超过100米，为编制接入方案
提供坚实依据。

该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优化烟台市用电营
商环境，减轻全社会电力接入环节负担。

为光伏并网开辟“绿色通道”

今年国网烟台供电公司创新服务模式，开
辟光伏新装申请、合同签订工作“绿色通道”，客
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跟踪式服务，全力缩短并
网服务时间；建立分布式光伏用户“区域网格服
务群”，及时解决购电费支付失败等影响用户切
身利益的问题，持续提升购电费支付速度，服务
光伏用户“早发电、早受益”。

据统计，今年以来，累计服务5788户分布
式光伏并网，新增并网容量61.24万千瓦，同比
增长38%，全省保持领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12
月20日，记者从“营商环境创新行动”主题
系列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烟台以政
企资金共担机制保障电力延伸投资到位，
2024年，各级政府落实资金约3.5亿元，电
力公司落实资金约2.5亿元，为120家企业
延伸投资到红线，为1455家小微企业、1.3
万个居民充电桩配套到电能表，投资力度
保持全省前列。

据了解，烟台市发展改革委、国网烟台
供电公司会同相关部门围绕政策出台、资
金落实、考核评价三个关键要素，合力构建
了保障用电营商环境建设的系统性工作机
制。推动延伸投资、水电气讯联办、充电桩
接入等专项政策文件实现14个区（市）级
全出台、全覆盖。2024年7月，省内率先
印发《烟台市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纳入
土地储备成本实施细则》（烟发改价格
〔2024〕214号），明确纳入市、县人民政府
批准的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土地，即属于
土地储备项目，其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纳入土地储备成本，在工业类、商服类、住
宅类三类土地基础上，还增加了公共管理
和公共服务类的定额标准，全面覆盖了烟
台市储备土地类型，进一步提升了烟台市
报装接电的服务质效。

制定并每年更新《烟台市“获得电力”
指标月度评分标准》，从新申请办理用电环
节、小微企业“零投资”情况、高压用户电网
延伸投资到位情况、用电报装服务时限达
标率、数字化便民服务举措等十个方面对
区（市）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工作进行评价，
督促、指导各区（市）加大优化提升获得电
力工作力度。

烟台提升“获得电力”幸福感

88个乡镇实现快充桩“乡乡全覆盖”
YMG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

到2035年全市
高技能人才达50万人

6亿元延伸投资提升
获得电力服务水平

技能竞赛现场技能竞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