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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在学校技能培训、社会服务、后勤服务、教辅岗位

从事技能工作的一线在岗职工，原则上应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年龄在 30 周岁及以下特别优秀的人选可放宽到

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在引领力、实践力、创新力、

攻关力、传承力等“工匠五力”上明显具有显著发展潜力：

1.引领力。勇挑重担：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勇于担当，承

担本单位、本行业的工作重任；追求卓越：始终秉持工匠精神，不

断超越进取，突破本单位、本行业的先进水平；示范带动：通过以

身作则引领职工群众立足岗位、创新创效。

2.实践力。技能精湛：在本岗位核心业务上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获得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或在本行业省级职业技能比赛中获得名

次；业绩突出：核心业务成绩连续三年显著高于本岗位平均水平；

持续学习：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持续提升的韧劲，掌握本职工作

之外的知识技能，或有相关学习经历。

3.创新力。业务洞察：善于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探索分析、

总结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生产优化等方案，或找出疑难问题的症

结所在；创新成果：持续开展技术改进或项目研发，形成工艺工法、

专利、论文专著、软件著作权、行业标准等知识产权；价值创造：

取得的创新成果、实施的生产优化等，形成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4.攻关力。担当重任：参与本单位或行业的重大工程、重大项

目等并发挥重要作用，或已获得省、部或行业的科技奖项；协同配

合：具有团结协作意识，能够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岗位技术

技能人员顺畅沟通、形成团队，在创新链、产业链协同攻关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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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直面难题：深入了解、积极研究制约本行业发展的瓶颈

问题，参与解决“卡脖子”难题，或正投身于推动解决“卡脖子”

难题。

5.传承力。总结继承：注重学习梳理、吸收借鉴优良传统，总

结、归纳、提炼已有技术技能；培养人才：积极开展师徒帮带，培

养出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中青年人才；应用智能：积极参与推动本

领域知识技能的智能化、数字化，促进专业知识技能与智能工具相

融合。

（三）为将更多优秀高技能人才纳入“浙教工匠”培养支持范

围，避免重复推荐遴选，已入选“浙江工匠”“浙江青年工匠”和

2023 年“浙教工匠”的，不再推荐；

（四）担任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领导职务的人员，以及企事业

单位中不再直接从事技能工作的管理人员，原则上不得推荐；

（五）人选年龄和在职工作等计算时间截至 2025 年 9月 30日。

四、申报程序

（一）申报推荐。“浙教工匠”培育人选主要由所在单位推荐，

不接受以个人名义申报。

（二）审核筛选。由省教育工会组织人员统一对申报对象进行

资格审核和筛选。

（三）专家评审。由评审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申报对象进行评

审，形成“浙教工匠”培育人选候选人名单。

（四）工会审议。省教育工会主席办公会议对“浙教工匠”培

育人选候选人名单进行审议，确定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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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浙教工匠”培育人选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正面免冠

彩色近照

（2寸）

民 族 学 历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职 务

行 业 工 种

职 称 技术等级

何时参加工作 生产现场工作年限 电 话

单位地址 邮 编

主要荣誉
技能（工匠）

奖项

推荐理由

（300 字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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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计划

（培育期：2026 年 1 月-12 月，请制定具有明确量化指标的目标任务）

技 术

革新方面

人 才

培养方面

团 队

建设方面

该推荐对象不属于涉密人员或涉敏感人员。其所有上报材料均已进行行业、企业

的审定脱密处理。拟公示和公布的信息非涉敏感信息，可以对外公布宣传。

申报单位工会及

单位意见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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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

阿拉伯数字，表内时间精确到月份，如 2025.06。

二、所属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

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

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

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

管理和社会组织，其他。

三、职业（工种）和技能等级按照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内容填写。

四、推荐理由材料要求：个人曾获荣誉及取得的主要成绩（对

照申报条件撰写），总字数不超过 300 字。

五、培育计划主要从技术革新、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等方面，

提出一年培养期内具有明确量化指标的培养目标任务。

六、签署意见栏填写明确意见，并加盖所在基层单位公章。

七、此表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此填表说明不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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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年“浙教工匠”培育人选支撑材料参考提纲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支撑材料

引领力

勇挑重担
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勇于担当,承担本单位、本行业的工

作重任
工作重要性的证明

追求卓越
始终秉持工匠精神,不断超越进取,突破本单位、本行业的先进

水平

实现何种突破、达到

什么水平的证明

示范带动 通过以身作则引领职工群众立足岗位、创新创效 创建创新工作室

实践力

技能精湛
在本岗位核心业务上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获得的技能等级,或

在本行业省级职业技能比赛中获得名次

1.技能等级证书

2.比赛名次文件

业绩突出 核心业务成绩连续三年显著高于本岗位平均水平 个人业绩的证明

持续学习
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持续提升的韧劲，掌握本职工作之外的

知识技能，或有相关学习经历

1.知识技能证书

2.学习经历证明

创新力

业务洞察
善于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探索分析、总结规律，提出解决

问题、生产优化等方案，或找出疑难问题的症结所在

1.提出方案的实例

2.找到症结的实例

创新成果
持续开展技术改进或项目研发，形成工艺工法、专利、论文专

著、软件著作权、行业标准等知识产权
成果证书等材料

价值创造 取得的创新成果、实施生产优化等，形成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成果效益的证明



9

攻关力

担当重任
参与本单位或本行业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等并发挥重要作

用，或已获得省、部或行业的科技奖项

1.参与项目的证明

2.所获科技奖项

协同配合

具有团结协作意识，能够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岗位技术

技能人员顺畅沟通、形成团队，在创新链、产业链协同攻关中

发挥重要作用

1.所协同配合的专

家及其评价

2.阐述攻关协同中

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直面难题
深入了解、积极研究制约本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参与解决“卡

脖子”难题，或正投身于推动解决“卡脖子”难题

1.阐述本领域瓶颈

2.推动解决“卡脖

子”难题所做工作

传承力

总结继承
注重学习梳理、吸收借鉴优良传统，总结、归纳、提炼已有技

术技能

阐述总结继承的有

关技术技能

培养人才 积极开展师徒帮带，培养出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中青年人才
培养的人才名单及

其成果

应用智能
积极参与推动本领域知识技能的智能化、数字化，促进专业知

识技能与智能工具相融合

为推动智能化、数字

化所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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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5 年“浙教工匠”培育人选申报情况汇总表

申报单位：（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注：名单请按照优先推荐顺序排列。

序

号
姓 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出生

年月

职业工种

及等级
工作单位

岗位

职务

单位

性质

所属

行业
简要介绍（不超过 150 字）



11

附件 4

“浙教工匠”培育人选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材料采用普通 A4 纸黑白双面打印（复印），确保文字和

图片清楚清晰，按照以下顺序装订成册。

1.2025 年“浙教工匠”培育人选申报情况汇总表。

2.2025 年“浙教工匠”培育人选申报表。

3.支撑材料复印件，按一级指标引领力、实践力、创新力、

攻关力、传承力相关支撑材料依次装订。

中国教育工会浙江省委员会 2025 年 6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