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方案(优秀8篇)
调研方案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确保调研工作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创意十足的年会
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方案篇一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
解放思想，深化退役士兵安置改革，本着“自愿报名、自选
专业、统一推荐、双向选择、政府付费、认可学历”的原则，
组织好我市退役士兵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面提高退役士
兵的科学文化和职业技能素质，增强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就业竞争能力。

为加强对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领导，成立市城镇退
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政府分管民政工
作的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副秘书长担任，成员由市
民政局、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同志担任。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即市城镇退役士兵培训工作办公室，与市复员
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合署办公。

市民政局负责退役士兵培训工作的组织、协调；市财政局根
据省民安字〔20-〕100号文件精神负责退役士兵培训费的保
障；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职业技能培训管理与考核发证工
作，确保退役士兵培训工作顺利进行。退役士兵培训办公室
负责制定市区退役士兵培训规划，进行教训培训动员和宣传，
组织报名，确定教育培训专业，协调教育培训经费的落实，
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相关事宜。

市城镇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委托市劳动就业培训中心进行：

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主要委托市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开展有



关职业技能培训并组织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时间1至3个月。

教育和培训内容应结合市场需要，确定教育培训专业供退役
士兵自由选择。

职业技能培训考核合格后，发给《省职业技能合格证书》参
加职业技能鉴定考核的，合格者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发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退役士兵专业教育和培训对象为本年度应安置的城镇退役士
兵，自愿报名参加专业教育和培训者。报名时间为退伍的当
年12月份至次年3月份。培训时间安排在4—12月份，结束后，
教育培训学校和市安置办可按市场化用人法则帮助联系推荐
就业岗位。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费用按培训中心规定标准收取，退
役士兵培训结业和鉴定合格后，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核发的
《省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及《职业资格证书》到当地退伍安
置部门按规定给予补助。

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费只能用于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
原则上市安置办统一组织培训，特殊情况由退役士兵自行选
择当地技工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参加培训（必须是劳动部门
承认的培训中心），培训结业后，凭《省职业培训合格证书》
或《职业资格证书》到当地退伍安置部门按规定的标准给予
补助。

非当年已领取自谋职业补助金的退役士兵，未就业者，自愿
报名参加专业教育培训的，经市安置办批准也可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所需费用自理。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方案篇二

为切实做好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工作，提升退役军人就业能力，



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将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稳
定就业的政策落实落地，制定本方案。

全市全年组织实施退役军人技能培训731人，培训合格率达
到90%以上（具体任务分配见附表）。

（一）培训内容。鼓励退役军人结合自身需要，自主选择工
种或项目，参加适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提高适应社会经济
的能力和掌握就业所需的知识及技能。适应性培训应在退役
军人报到后1个月内完成，技能培训应在一年内完成。

（二）补助政策。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
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
发﹝20-﹞26号）规定，退役军人退役后可选择接受一次免费
（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并按规定享
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可与到课率进行挂钩。

（三）资金筹措。技能培训补助经费中央财政按人均约3500
元安排，就业补助资金按人均2400元安排，不足部分由县
（市、区）承担。

（一）确定培训机构。由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确定培
训机构,将培训任务交由师资力量强、实训条件好、教学质量
优、具备资质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承担，鼓励开展“订单
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

（二）合理设置专业。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用工需求和
退役军人的培训意愿，合理设置培训专业，提高培训与就业
的关联度，按需求进行实用性培训。

（三）组织报名登记。由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组织退
役军人报名登记，认真做好政策咨询和解答工作。

（四）加强教学管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联合有关业务主



管部门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督指导，培训机构要加强教学管
理和学员在校期间的日常生活管理。

（五）资金核拨支付。市财政根据实际培训完成人数下拨中
央补助资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将退役军
人技能培训纳入市以上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因素。各县（市、
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统筹安排使用退役军人技能培训
资金。对中央补助资金不足部分，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同级财政部门从就业补助资金
中按照不超过2400元/人的标准予以保障，具体拨付方式由各
地自行规定。生活补助费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定培训人员
名册，按规定拨付。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地要高度重视，要把退役军
人的培训就业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健
全工作机制，统筹协调，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抓好落实。
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积极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做好组
织报名、确定承训机构、教学管理、技能鉴定及就业服务、
经费保障等工作。

（二）制定方案，完成任务。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制定
好退役军人参训实施细则，做好参训人员统计和年度培训实
施工作，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建立退役军人技能培训电子
档案，每月报送不少于2条的民生工程信息（包括工作动态、
重要活动、典型经验、创新做法等）和任务完成进度，年底
报送全年任务完成情况、参训人员信息和年度总结。根据省
市关于绩效评价的部署和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和绩效评价工作。

（三）加大宣传，增强效果。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大
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对退役军人培训政策、实施过程、结果
等情况进行政务公开。坚持调整改进、稳步发展，注重总结
经验、着力提升服务，动员和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积极参加适
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实现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双提升。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方案篇三

为切实做好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工作，提升退役军人就业能力，
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将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稳
定就业的政策落实落地，制定本方案。

我市未参加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或退役军人安置部门）组
织的技能培训的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复员干部)。

全市全年组织实施退役军人技能培训731人，培训合格率达
到90%以上。

（一）培训内容。

鼓励退役军人结合自身需要，自主选择工种或项目，参加适
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提高适应社会经济的能力和掌握就业
所需的知识及技能。适应性培训应在退役军人报到后1个月内
完成，技能培训应在一年内完成。

（二）补助政策。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印发的

《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
人部发﹝﹞26号）规定，退役军人退役后可选择接受一次免费
（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并按规定享
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可与到课率进行挂钩。

（三）资金筹措。

技能培训补助经费中央财政按人均约3500元安排，就业补助
资金按人均2400元安排，不足部分由县（市、区）承担。



（一）确定培训机构。

由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确定培训机构，将培训任务交
由师资力量强、实训条件好、教学质量优、具备资质的职业
院校和培训机构承担，鼓励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
训。

（二）合理设置专业。

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用工需求和退役军人的培训意愿，
合理设置培训专业，提高培训与就业的关联度，按需求进行
实用性培训。

（三）组织报名登记。

由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组织退役军人报名登记，认真
做好政策咨询和解答工作。

（四）加强教学管理。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联合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加强对培训机构
的监督指导，培训机构要加强教学管理和学员在校期间的日
常生活管理。

（五）资金核拨支付。

市财政根据实际培训完成人数下拨中央补助资金。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将退役军人技能培训纳入市以上
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因素。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负责统筹安排使用退役军人技能培训资金。对中央补助资金
不足部分，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提出，同级财政部门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按照不超过2400元/人
的标准予以保障，具体拨付方式由各地自行规定。生活补助
费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定培训人员名册，按规定拨付。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

各地要高度重视，要把退役军人的培训就业工作作为一项政
治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健全工作机制，统筹协调，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认真抓好落实。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积极
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做好组织报名、确定承训机构、教
学管理、技能鉴定及就业服务、经费保障等工作。

（二）制定方案，完成任务。

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制定好退役军人参训实施细则，做
好参训人员统计和年度培训实施工作，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
建立退役军人技能培训电子档案，每月报送不少于2条的民生
工程信息（包括工作动态、重要活动、典型经验、创新做法
等）和任务完成进度，年底报送全年任务完成情况、参训人
员信息和年度总结。根据省市关于绩效评价的部署和要求开
展自查自纠和绩效评价工作。

（三）加大宣传，增强效果。

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对退役军
人培训政策、实施过程、结果等情况进行政务公开。坚持调
整改进、稳步发展，注重总结经验、着力提升服务，动员和
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积极参加适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实现社
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双提升。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方案篇四

  为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市、县委、县政府稳就
业、保民生工作部署，切实做好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工作，提
升退役军人就业能力，促进退役军人更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根据《关于印发六安市退役军人技能培训提升实施方案的通
知》（六退役军人发〔2021〕3号）和《金寨县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落实2021年33项民生工程的通知》（金政〔2021〕18号）



精神，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我县未参加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或退役军人安置部门）组
织的技能培训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复员干部）。

2021年，全县组织实施退役军人技能培训任150人，培训合格
率90%以上。

未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复员干部可接受一次免费（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
技能鉴定费）培训，由退役军人结合自身需要，自主选择培
训科目。当年度退役军人岗位适应性培训纳入技能培训一并
实施，原则上退役1个月内完成岗位适应性培训，年内完成技
能培训，实现角色转化。

统筹中央技能培训经费和地方就业补助经费，技能培训经费
中央财政按人均3500元安排，就业补助资金按人均2400元由
地方财政安排。退役军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费用按照5900
元/人包干使用，其中：承训机构培训费3200元/人，参训学
员生活补助900元/人，误工补贴1800元/人。

1.确定培训机构。2021年，县内退役军人培训机构为安徽金
寨职业学校、金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安徽金寨职业学
校承接退役军人用工技能培训和岗位适应性培训，金寨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承接退役军人驾驶资格培训。其他培训机
构根据需要开展定向培训。

2.组织报名登记。本年度举办两期退役军人培训，5月份举办
第一期培训，培训对象为未参加过免费技能培训且有培训需
求的历年度退役军人；10月份举办第二期培训，培训对象以
本年度秋季退役士兵为主。参训退役人员填写技能培训报名
登记表，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备案后组
织参训。



3.科学设置专业。培训机构以保障高质量就业为导向，实
施“订单式”、“定岗式”、“定向式”培训，根据市场用
工需求和退役军人个人培训意愿，结合实际设置培训专业，
科学安排课程设置，按需开展实用性培训。

4.加强教学管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县人社局对退役军
人培训进行全程监督指导，教学质量评估。协助培训机构加
强日常教学管理和学员在校期间的生活管理。严格技能证书
资格考试，确保退役军人培训取得实效。

5.规范资金拨付。统筹使用退役军人技能培训中央补助资金
和地方配套资金，按财务规定将培训经费和补助经费拨付到
培训机构和个人。在安徽金寨职业学校参训的退役人员，食
宿统一安排，培训费用和学员生活补助资金集中核拨到培训
机构。误工补贴资金核拨到学员个人账户，并与参训学员出
勤率挂钩；在金寨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及县外易地培训
机构参训的退役人员，自主垫付培训费用，以取得职业资格
证书为准，按5900元/人报销培训费用。

1、强化宣传，增强效果。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是我县33项
民生工程之一，是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有效手段。各乡镇
（开发区）要广泛发动，点面结合，强化宣传，提升效果。
要让技能培训工程知晓到每一位退役军人，惠及到就业困难
退役军人。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方案篇五

根据《2020年33项民生工程省级实施方案》，为切实做好退
役军人技能培训工作，提升退役军人就业能力，将促进退役
军人高质量、稳定就业的政策落实落地，特制定本方案。

我市未参加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或退役军人安置部门）组
织的技能培训的退役军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复员干部)。



全市全年组织实施退役军人技能培训人数1390人，其中埇桥
区430人；砀山县234人；萧县275人；灵璧县265人；泗县186
人，培训合格率达到90%以上。

（一）培训内容。鼓励退役军人结合自身需要，自主选择工
种或项目，参加适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提高适应社会经济
的能力和掌握就业所需的知识及技能。适应性培训应在退役
军人报到后1个月内完成，技能培训应在一年内完成。

（二）补助政策。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
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
发﹝2018﹞26号）规定，退役军人退役后可选择接受一次免费
（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并按规定享
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生活补助费的发放与到课率进行挂钩。

（三）资金筹措。技能培训补助经费中央财政按人均约3500
元安排，就业补助资金按人均2400元安排，不足部分由市、县
（区）承担。

（一）确定培训机构。由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确定培训
机构,将培训任务交由师资力量强、实训条件好、教学质量优、
具备资质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承担，鼓励开展“订单
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

（二）合理设置专业。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用工需求和
退役军人的培训意愿，合理设置培训专业，提高培训与就业
的关联度，按需求进行实用性培训。

（三）组织报名登记。由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组织
退役士兵报名登记，认真做好政策咨询和解答工作。

（四）加强教学管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督指导，培训机构
要加强教学管理和学员在校期间的日常生活管理。



（五）资金核拨支付。省财政根据实际培训完成人数下拨中
央补助资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将退役军人
技能培训纳入市以上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因素。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负责统筹安排使用退役军人技能培训资金。对中央补助
资金不足部分，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提出，同级财政部门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按照不超过2400
元/人的标准予以保障，具体拨付方式按照培训结束结业人数。
生活补助费由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定培训人员名册，按
实际培训结业人数拨付。

（一）明确责任，抓好落实。市、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
积极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做好组织报名、确定承训机构、
教学管理、技能鉴定及就业服务、经费保障等工作。

（二）制定方案，完成任务。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根
据市技能培训实施方案制定好退役军人参训实施细则，做好
参训人员统计和年度培训实施工作，建立退役军人技能培训
电子档案，实施培训工作月报制度，每月25日前把退役军人
培训情况上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于12月8日前将退役军人技能培训进度情况和年度总结报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汇总后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根据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省财政厅关于年度绩效评价的部署和要求开展自查
自纠和绩效评价。

（三）加大宣传，增强效果。各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
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坚持调整改进、稳步发展，注重总结
经验、着力提升服务，动员和引导辖区内退役军人积极参加
适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实现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双
提升。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方案篇六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认真贯彻落实《贵州省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黔民发［2015)40号）文件和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遵义市播州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1）的通知》播府办函（2019）124号文件精神，
为加强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帮助退役士兵实现就业，结
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会精神，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
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总体要求，围绕
“就业是民生之本”和“以兵为本，为兵服务”的理念，建
立部队满意、退役士兵满意、用人单位满意的退役士兵教育
培训制度，推动社会经济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切实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一）自主性原则，退役士兵可自愿报名、自主选择专
业，

免费参加一次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二）实用性原则。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
的需求，以提高退役士兵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为核心，重点
抓好就业市场急需紧缺的技能人才培养，同时鼓励支持退役
士兵参加普通高等学历教育。

    （三）规范性原则，认真执行本方案，突出培训工作的
规范性和科学性，协助对参训对象的管理，严格考核纪律和
考勤制度，提高培训工作的质量。

2019年以后退出现役的自主就业并自愿参加且能够正常参加
教育培训的退役士兵（不含已安排工作、已退休、已供养士
兵）。



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装饰与美容、汽车装配、电子电工、
计算机应用技术、焊工、中式厨师、机械操作、挖掘机、家
畜饲养工、农作物植保工、餐饮服务、汽车驾驶员、拖拉机
驾驶员等。

原则上由上级财政按3500元/人补助，区级财政年初安排500
元/人给予相应补助。

    （一）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人社局等部门要抽调精干人员参
加培训领导机构，负责培训工作。各乡（镇、街道）要搞好
思想发动，认真组织辖区范围内正常退出现役的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全部参加培训，要明确专人负责辖区范围内参加培训
人员的跟踪管理。

激发退役士兵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二是要根据培训工作的进
展情况，及时搞好跟踪报道，特别是要在区级媒体进行宣传
报道。

    （三）严格管理，确保安全。把安全稳定作为培训工作
的基本底线，严格抓好安全管理工作。高度关注用火、用电、
用水和饮食卫生安全。特别是负责培训工作的人员，要高度
认真负责，加强对参训人员的管理，确保整个培训期间不发
生安全问题。

    （四）创新方法，保证就业。要积极创新思路和方法，
加强与用人单位协调联系，努力提高就业率。培训期间如有
用人单位需要招聘退役人员工作的，可以先与退役人员签订
意向性就业协议，在完成培训后另行签订正式合同，退役人
员要在培训结束后方可到用人单位工作。用人单位也可利用
培训时机派人到学校介绍本单位情况，讲解本单位就业方面
的劳动技能和知识，以便今后能和退役军人签订就业协议，
人社部门要加强协调，确保就业人员签订就业合同。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方案篇七

（一）培训内容。鼓励退役军人结合自身需要，自主选择工
种或项目，参加适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提高适应社会经济
的能力和掌握就业所需的知识及技能。适应性培训应在退役
军人报到后1个月内完成，技能培训应在一年内完成。

（二）补助政策。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
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
发﹝﹞26号）规定，退役军人退役后可选择接受一次免费
（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并按规定享
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可与到课率进行挂钩。

（三）资金筹措。技能培训补助经费中央财政按人均约3500
元安排，就业补助资金按人均2400元安排，不足部分由县
（市、区）承担。

（一）确定培训机构。由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确定培
训机构,将培训任务交由师资力量强、实训条件好、教学质量
优、具备资质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承担，鼓励开展“订单
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

（二）合理设置专业。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用工需求和
退役军人的培训意愿，合理设置培训专业，提高培训与就业
的关联度，按需求进行实用性培训。

（三）组织报名登记。由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组织退
役军人报名登记，认真做好政策咨询和解答工作。

（四）加强教学管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联合有关业务主
管部门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监督指导，培训机构要加强教学管
理和学员在校期间的日常生活管理。

（五）资金核拨支付。市财政根据实际培训完成人数下拨中



央补助资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将退役军
人技能培训纳入市以上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因素。各县（市、
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统筹安排使用退役军人技能培训
资金。对中央补助资金不足部分，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会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同级财政部门从就业补助资金
中按照不超过2400元/人的标准予以保障，具体拨付方式由各
地自行规定。生活补助费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定培训人员
名册，按规定拨付。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地要高度重视，要把退役军
人的培训就业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健
全工作机制，统筹协调，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抓好落实。
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积极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做好组
织报名、确定承训机构、教学管理、技能鉴定及就业服务、
经费保障等工作。

（二）制定方案，完成任务。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制定
好退役军人参训实施细则，做好参训人员统计和年度培训实
施工作，确保目标任务的完成。建立退役军人技能培训电子
档案，每月报送不少于2条的民生工程信息（包括工作动态、
重要活动、典型经验、创新做法等）和任务完成进度，年底
报送全年任务完成情况、参训人员信息和年度总结。根据省
市关于绩效评价的部署和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和绩效评价工作。

（三）加大宣传，增强效果。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大
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对退役军人培训政策、实施过程、结果
等情况进行政务公开。坚持调整改进、稳步发展，注重总结
经验、着力提升服务，动员和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积极参加适
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实现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双提升。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方案篇八

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提升退役军人技能培训质量，推动建立退役军人技能培训
协调机制，统筹培训资源配置，进一步激发退役军人参训热
情，不断扩大退役军人技能培训覆盖面，根据《安徽省退役
军人培训机构管理办法（暂行）》（皖退军人发〔2020〕23
号）、《安徽省民生工程—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实施方案》要
求，现就开展退役军人异地技能培训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异地技能培训，是指退役军人在所属地以外培训机构参加技
能培训的情形。异地技能培训的实施主体是全省各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培训名额仍列入退役军人所属地民生工程的目
标任务。

开展异地技能培训的培训机构，应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公布
的安徽省退役军人培训机构目录中遴选。

（一）定向培训。省、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技能提升和
就业工作需要，确定相关培训工种（专业），定向开设技能
培训班次。培训学员由市、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结合退役军人个人经历、就业意愿，以市、县（市、区）为
单位统一选派。

（二）自主参训。退役军人可根据培训机构工种（专业）设
置和个人意愿，自主参加技能培训。退役军人选择所属地之
外培训机构参加技能培训的，须到所属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填写《安徽省退役军人异地技能培训申请表》（见附件），
并经审核同意。

（一）补贴标准。异地技能培训费以县（市、区）为单位，
在国家和省技能培训补助总额度内统筹使用，最高不超过人
均5900元，并按规定享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

（二）结算方式。

1. 定向培训，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协调的承训机构直接开



展培训。培训结束后，主办部门会同承训机构对培训合格人
员进行核准，核准结果及时反馈参训学员所属地，所属地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据此拨付培训费用，原则上一个月内完成。

2. 自选培训机构自主参训的，培训费用由参训学员先行垫
付，培训结束并取得相关专业合格证书后，到所属地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备案，提供相关证明由所属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据实核报。

（一）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密组织，严格管理，确保
规范组训、科学施训，务求培训实效。要抓住退役军人返乡
报到的时机，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异地技能培训宣传，“一对
一”传达国家和省有关退役军人技能培训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激发退役军人主动参加技能培训的热情。

（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做好牵头协调工作，负责技能培
训的动员报名、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培训信息台账建立和培
训机构开班申请、教学计划、学员名册等审核工作。配合各
培训机构做好学员就业推荐、学员资料档案建立等工作，提
高培训质量和水平。

（三）财政、人社部门统筹做好培训资金的安排、拨付与监
管工作，要根据民生工程确定的培训人数，及时按中央和省
级补助标准拨付给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四）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严格遵守专项经费使用管理
有关规定，用足用好技能培训经费，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
作他用，对滞留、截留、挤占、挪用、虚列、套取、私分培
训资金等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依法严肃查处。培训结束后，
按要求及时将培训情况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
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