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服务要求 
按照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开展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的工作要求，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是引导广大退役士兵及时了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积 

极主动适应社会、尽快融人社会的重要手段，是帮助广大退役士兵顺利实现由军 

队到地方岗位转换的有效桥梁。这项培训是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后，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的新尝试。现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培训人数  

2023 年退役士兵按照 300人计算，具体以最终报道人数为准。  

二、培训时间  

一般情况下安排在退役士兵集中报到后的 3个月内，培训时间不低于 80 学

时。  

三、组织实施  

（一）培训机构：招标确定培训机构。按照人均培训单价和培训师资、课程 

安排、场所和食宿条件等综合考虑确定承训培训机构。  

（二）培训方式：采取集中培训，可根据人数分期分批组织开展培训。  

（三）培训方式方法省（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制定培训计划，根据实

际确定集中或分片组织实施。采取集中授课，案例剖析、参观见学、现场答疑、

互动互助、优秀退役军人事迹报告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等形式进行。  

（四）食宿安排：培训期间为全体参训人员提供集体住宿和三餐餐食。（仅

供线下） 

四、经费安排  

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经费由 2023 年全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补助

资金全额支付，经费总额 45 万元。  

五、培训内容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政教育，保密教育，反间防谍，

解读士兵安置，落户接收、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党员组织关系接转

等政策规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形势介绍，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辅导，退役士兵



心里调适和角色转化经验介绍，组织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典型进行经验分享等； 对

到地方就业的退役军人首先组织适应性培训，围绕心理调适、树立正确择 业观、

职业规划、防范职业风险等开展培训。制定新形势下退役军人国家安全教育管理

规定，将保密教育作为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和岗前培训的重要内容。  

(一)支持军队做好现役军人各类储备培训和离队前教育。积极支持军队做 

好面向现役士兵的学历提升、技能培训和离队前教育工作，实现区域内驻军单位 

基本覆盖，帮助其在服役期间学习储备多种职业技能，取得更多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为他们投身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积极 

主动配合驻地部队按需开展“送职业技能培训进军营”，有效提高现役士兵进入 

社会高质量就业的能力；适时开展“送学历提升课程进军营”，提前做好现役士

兵知识储备并累积学分；定期开展“送优惠优待政策进军营”，宣讲政策形势，

加强择业指导。  

(二)实施即退即训。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坚持即退即训、全员参 

加的原则，没有特殊情况的士兵都要参加，特殊情况须向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请假。适应性培训不向退役士兵收取任何培训费用。  

(三)确保培训实效。适应性培训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面向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开展安全保密教育，树牢组织纪律意识;宣讲退役政策,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开 

展心理调适,促进角色转换;实施职业指导，分析就业创业形势，引导合理就业预 

期;开设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典型现场教学，分享成功案例和心得体会;组织人才测 

评，提供就业推荐、职业培训项目推介。采用“互联网+培训”等多种教学手段， 

灵活安排教学，及时完成培训评估，确保教学效果。  

六、有关要求  

（一）广泛宣传发动。适应性培训是促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的有力 

举措，2023 年度新接收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应按照“应训尽训、全员参加”、

2023 年度接收的退役士兵应按照“应知尽知、愿学尽训”的原则，无特殊情况

必须统一参加政府组织的适应性培训。各区县要高度重视，大力做好培训宣传，

严格抓 好工作落实，精心组织，确保本辖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应知尽知、应训



尽训。  

（二）加强组织领导。城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公开确定招标培训机构， 

监督指导承训培训机构做好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工作，并按照培训完成情况支付 

培训费用。要严格按照培训方案相关要求，做好本次培训的报名、衔接和组织工 

作，在其退役士兵培训期间安排至少 1 名工作人员带队，负责退役士兵培训管 

理协助协调工作。承训培训机构根据培训协议对报名参加培训的退役士兵进行培 

训，加强参训退役士兵教学管理，确保培训期间安全有序。  

（三）注重培训效果。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要从实际出发，讲实效、重质量， 

增强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参训退役士兵学有所获、学有所用，真正发 

挥适应性培训对退役士兵“转好身、立好业”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