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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征集 2024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培训项目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直有关部门、直属事业

单位，有关行业协会、企业、继续教育基地：

为贯彻落实中央及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实施专

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不断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全面

提升专业技术人员能力素质，发掘培育一批有实力、有潜力、有创

新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造就更多的后备“科技领军人才”与“卓

越工程师”，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

施方案》（宁人社发〔2012〕149号），2024年继续组织实施专业

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项目的选题征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选题范围

（一）服务重大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推

进“三区建设”与新型工业化，服务创新驱动、产业振兴、生态优

先、依法治区和共同富裕战略，建设制造强区、工业强区、数字强

区、质量强区，助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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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围绕重点领域。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瞄准安全、量子信息、

生命健康、生物制药、专利发明、脑科学、生物育种、标准化等领

域，兼顾地方和行业发展需求，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传统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三）对接重点产业。聚焦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确定的以新型材

料、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现代化工、轻工纺织为主的

“六新”产业，以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为

主的“六特”产业，以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现代金融、健康养老、

电子商务、会展博览为主的“六优”产业等重点产业的专业技术人

员，突出对重点产业人才培养的支持，推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瞄准公共领域。围绕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突出公共安

全，加强产教融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促进医疗与养老、体育、

互联网融合，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

平需要，助力健康宁夏建设。

（五）突出数字技术。围绕推进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支

持开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工业互联

网、虚拟现实、区块链、集成电路、数字化管理师等数字技术领域

师资培训、能力提升、产业人才发展研修等活动。

（六）支持基层一线。结合地方和行业发展需求，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培育新型农民，支持面向基层一线的人才培养项目。

二、培训对象及方式

（一）自治区级示范性（特色）高级研修项目。高级研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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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照高水平、小规模、重特色的要求组织实施，主要紧密围绕本

地区、本系统、本行业及本单位的实际需要确定培训内容，突出解

决科研、生产和管理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精心设置培训课程，

邀请权威专家授课，采取主题报告、专题研讨、学术交流、现场教

学等多种方式进行研修。研修学员一般应是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在管理岗位工作的经营管理人员。

高级研修项目应以线下研修为主，可适当对艰苦边远地区学员开放

线上教学，一般不安排全程全员线上办班。自治区级高级研修项目

应面向全区招收学员，每期学员数量 50人左右，研修时间不少于 5

天。

（二）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培训项目。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培训项

目主要以更新知识、掌握先进技术、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

紧贴急需紧缺人才的职业发展需求精选培养培训对象，并应向基层

一线人才倾斜。采取短期培训、专题研修、案例研讨等方式进行，

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和行业特色采取灵活多样的培养培训方式，对专

业性强且需要持续深化培养培训的相关领域，可采取跟踪培养培训

的方式进行。每期培训学员 100人左右，培训时间不少于 3天。

（三）岗位骨干人才培养培训项目。岗位培训项目主要以人才

理念更新、知识更新拓展、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养成，实践能力提

升、团队合作、技术适应、创新创业等能力提升训练为主要内容，

重在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知识结构，增强综合素质，提升岗位适应和

职业发展能力。主要面向本行业本单位专业技术工作岗位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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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培养培训对象，以单位内部培训为主，培训在实际工作中成绩

突出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在管理岗位工作的经营管理人员，并

向基层一线人才倾斜。采取集中培训、岗位轮训等方式进行。每期

培训学员 100人左右，培训时间不少于 3天。

三、申报程序

（一）区直有关部门、直属事业单位，有关行业协会、企业、

继续教育基地，可直接向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报培训项

目。

（二）各地级市所辖继续教育基地、企事业单位申报时，须经

地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推荐后，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三）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征集的项目归类整理，

组织相关专家召开评审会评定，报自治区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

程指导协调小组审定后，下达国家和自治区 2024年专业技术人才知

识更新工程实施计划。

四、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及相关单位根据上述选题要求和培训内容，结合

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推荐自治区级培训项目选题进行申报。

要高度重视项目的申报需求调研工作，摸清实际需求，严把选题关、

质量关，精心筛选符合本地区、本行业发展需求的研修项目，确保

项目质量。

（二）自治区级高级研修、急需紧缺、岗位骨干培训项目根据

不同的培训项目予以定额资助，具体资助经费以自治区财政厅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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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金额为准。项目经费使用和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按《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5号）和《宁

夏回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才重点培训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宁人

社规字〔2020〕18号）精神执行。有条件的市、县（区）和部门应

积极争取同级财政配套经费支持，确保培训经费。

(三）各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项目申报表和项目汇总表，于 2024

年 4月 30日前，分别由各地级市、区直各部门和有关单位集中审核，

并将加盖公章的纸质材料（项目汇总表要报送 Excel格式的电子版）

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联 系 人：周玉华 张海英

联系电话：0951-5099010

电子邮箱：312459276@qq.com

附件：1.2024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项目申报表

2.2024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申报项目汇总表

3.建议选题方向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4年 3月 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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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4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高级研修项目（ ） 急需紧缺人才项目（ ）

岗位骨干人才项目（ ）

所属领域

培训目的

和作用

（500字以内）

培训内容

和方式
（500字以内）

授课专家

情况
（500字以内）

培训对象 （200字以内）

办班时间

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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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

信息

单位

名称
联系人

办公

电话
手机

传真 邮箱

地址 邮编

承办单位

信息

单位

名称
联系人

办公

电话
手机

传真 邮箱

地址 邮编

承办单位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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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4年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申报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

类型

申报

单位

承办

单位

项目

名称

培训

对象

培训目的和

作用（200

字以内）

培训内

容（200

字以

内）

培训

方式

（200

字以

内）

授课专

家情况

（200

字以

内）

办班时

间和地

点

联

系

人

手

机

号

承办单位开

户行及帐号

承办单位

开户账号

1

2

3

4

备注：此表请以 Excel格式填写，报送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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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议选题方向

1.宁夏“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2.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宁夏企业发展的战略思维

3.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在工业、农业、环保等领域应用

4.宁夏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探索或新旧动能转换

5.宁夏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6.智能制造赋能高质量发展

7.宁夏大数据产业发展技术

8.宁夏精细化工产业发展

9.新材料产业发展前沿技术研究

10.新材料与绿色环保

11.宁夏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12.宁夏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研究

13.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宁夏人才体系建设

14.宁夏工业“三废”处理及综合利用

15.工业控制系统与信息安全技术

16.大数据安全与人工智能应用

17.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相关项目研究

18.元宇宙融合应用及未来发展

19.生物医药产业关键技术

20.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10 -

21.葡萄酒生产关键技术

22.创新驱动与知识产权

23.安全生产管理（消防、防灾减灾等）

24.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25.改良耕地盐碱化和耕地质量保护

26.现代草牧业产业发展

27.优质经济作物高效种植技术

28.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

29.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

30.乡村振兴战略助推农村农业现代化

31.奶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2.养殖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3.宁夏枸杞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34.生态文明建设与新时代绿色发展

35.宁夏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

36.节能环保与产业孵化

37.生物技术产业及应用

38.主要作物与生物育种

39.清洁能源与环保

40.宁夏健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41.企业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与能力提升

42.改善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43.公共卫生与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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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重大疫情防控及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研究

45.宁夏企业引进培养人才与典型经验研讨

46.促进高效种养业提质增效

47.聚焦“六新”产业，助推工业发展新优势

48.聚焦“六特”产业，助推特色农业高质高效发展

49.聚焦“六优”产业，助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