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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背景下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
训的思考与探索

邓赛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中国·广西 南宁 530012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教育培训是提高交通运输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的重要途径。论文针对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训现状，分析了目前还存在的对教育重视程度不够、教育培训方

式和内容创新不足等问题，并从健全教育培训制度机制、抓好分类分级教育培训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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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rther emphasizes the ne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transportation count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re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teams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transportation countr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Guangxi,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emphasis on education,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ethods and content,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focusing on classified and grad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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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交通运输事业实现追赶跨越发

展，2023 年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2456 亿元，公路水

路建设投资规模全国前列，高铁运营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排名全国前列，面向东盟的门户枢纽和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加快形成，基本建成江海联动、海铁联运、水陆并进、空港

衔接“四位一体”现代立体交通格局，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起到积极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前，广西正处于加快建设交通强区的关键时期，到

2025 年，将建成“全国前列、西部领先”的“交通大省”[1]。

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必须加强交通运输人才队伍建设 [2]，而教育培训对人才

队伍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2 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训现状

2.1 突出培训重点
聚焦加快交通强国建设需求，以交通运输部、自治区

党委组织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单位内部“上中下结合”

的方式，按照分级分类管理原则开展各项业务培训班 [3]，突

出抓好“五支队伍”的教育培训。

一是抓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培训。每年组织处级领导

干部培训班，强化“一把手”和“关键少数”的政治历练，

选调厅级领导、处级领导干部参加自治区党委、交通运输部

干部培训班、研修班，提升交通运输领导干部履职能力。二

是抓好党务和纪检干部专题培训。开展落实党组织书记素质

提升、新党员教育、纪检干部培训等，在参培对象上实现了

“党员全覆盖”。三是抓好青年干部培训。例如，2023 年

选派 35 岁以下的处级、科级干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专

项培训，采用融理论学习、专业教学、返岗实践、专题调研

等方式为一体的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青年学员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四是抓好专业化能力培训。先后开设建设世界一

流港口、智慧交通创新发展等培训班，促进培育交通科技人

才。五是抓好执法人员培训。开展执法队伍素质提升三年行

动，实现执法队伍轮序全覆盖。

2.2 整合教育资源
依托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所属院校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广西交通技师学院，充分利用交通运输部以及党校培训

机构的教学资源和师资优势开展教育培训，实现优势互补和

资源共享。依托交通运输网络学院、广西干部网络学院等平

台开展网络培训学习，实现所有在职干部培训时间每年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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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90 学时以上。依托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挂牌成立

中国—东盟（广西）交通运输教育培训中心，引进交通运输

部管理干部学院以及其他 5 所交通类高水平本科院校共建，

建成师资库超 1100 人，建设培训管理和网络培训“双平台”，

为广西交通运输行业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类培训服务，培训规

模保持年均 50% 以上的增长，年培训规模达 4 万余人。

2.3 提升培训质量
采用“线上 + 线下”结合的方式，推行网络在线自主

学习，调动领导干部职工的学习积极性。采取“主会场 +

分会场”相结合形式，利用交通运输视频会议系统、腾讯视

频会议 APP 等，将参训人员延伸到行业各企、事业单位，

提高参训率，节约培训成本。开展网络课程录制培训，高标

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多式联运发展情况等课程分别被列

入广西干部网络学院必修课、选修课网络课程。每年举办 4

期交通强国广西大讲堂，采取“请进来”方式，邀请国内知

名专家、教授、高等院校老师等举办各类讲座、培训班，结

合“走出去”的方式，到区外举办培训班、选送干部参加国

内高层次培训班、专业技能培训班等，助推培养交通运输领

域紧缺人才干部。

据统计，5 年来，广西交通运输行业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超 2500 期，培训超 15 万人次。截至 2023 年，共有高层次

技术人才超 9700 人（含博士、研究生），正高、副高级职

称超 5800 人，获评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国交

通建设工匠、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等省部级以上人才称号 20

多人。首次组织评审认定行业一批科技人才、创新团队、技

能人才、创新工作室，5 人获得广西“五一”劳动奖章，广

西交通运输行业人才队伍综合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3 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和
困难

尽管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训取得一定成效，为加

快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具体分析，仍存

在一些不足。

3.1 对职工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从当前情况看，部分单位尤其是基层单位将工作中心

放到工程建设、道路运输管理、养护管理等中心工作上，对

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一些职工的业务能力、

专业技能、安全意识不够高，自我学习和提升观念比较欠缺，

职工综合素质不能满足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需要。

3.2 “工学矛盾”导致“调训难”
广西交通运输建、管、养、运任务重，受行政编制限

制，很多部门的干部身兼数职，工作任务较繁重，尤其是党

校安排的一些培训，时间较长，一些业务工作专业性强，专

业技术干部从事的工作可替代性小，一旦要脱岗参加教育培

训，工作往往很难让其他干部接手。交通运输工作与教育培

训“调训”矛盾十分突出。

3.3 对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力度不够
从目前行业人才队伍结构看，一流科技人才、“卡脖子”

关键技术攻关人才还比较紧缺，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最

后一公里”不畅通、人才评价不科学不客观等问题依然存在，

离“十四五”末要实现门户枢纽国际化、市通高铁便捷化、

县通高速网络化、民用机场聚集化、内河航道高等化、轨道

交通网格化、进村入户普及化、综合交通一体化的要求还有

差距，专业技术人才培训任务任重道远。

3.4 教育培训方式和内容创新不足
近年来，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训在方式上进行了

不断改进，也取得一定成效。但传统的教育培训模式仍占主

导地位，大部分仍停留在集中面授培训的固定模式上。面授

采用 PPT 讲授的理论知识多，受培训场地限制，实际操作

演练少，缺少创新，培训内容对工作指导性不强，教学内容

过于狭窄，普遍性的多，针对工作实际的少，学用结合不够

紧密。

3.5 教育培训经费不足
随着区外、境外培训力度的加大，培训经费“只减不 

增”，培训“走出去”受限。部分直属单位培训经费不足，

导致师资力量有限，学习新知识、新理念、拓宽新思路的质

量不高。

4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背景下广西交通运输行
业教育培训的对策建议

4.1 健全教育培训制度机制
“十四五”是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发展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关键时期，培养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

要求以及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需要的高素质交通运输人才队

伍，关键在于构建科学规范、协同高效、执行有力的广西交

通运输教育培训体系。由广西交通运输行业主管单位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做好教育培训“顶层设计”，完善教育培训各项

制度机制，推动教育培训纳入各级党的建设整体部署，落实

各级负责同志讲好“开班第一课”，加强职工教育培训考核

与评估，将落实教育培训情况作为任职、晋升重要依据，作

为领导班子考核内容，推动职工教育培训落到实处。

4.2 抓好年度教育培训统筹规划
按照中央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

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 年）》以及广西、交通运输

部 2023—2027 年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要求，以提高干部队伍

素质和履行岗位职责能力为目标，围绕“十四五”交通运输

发展规划、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广西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等

交通运输发展内容，加强年度教育培训的统筹协调，确定培

训内容、举办时间、地点、承办单位，编制年度培训计划，

推动教育培训计划落实。为解决“调训难”问题，可按照教

育培训学时指标和干部管理权限要求，对关键少数、优秀年

轻干部等重要岗位人员实行点名调训，确保完成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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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强分类分级教育培训
开展深入调查摸底，推动完善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教育

培训内容体系，开展领导干部、管理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知

识更新等通识教育培训和新知识新技能学习培训 [4]。突出抓

好“关键少数”政治训练，着力提高领导干部把方向、把全

局以及保持政治定力和防范政治风险等能力。加强党务干部

教育培训，有针对性安排培训内容，增强提升党务干部队伍

素质能力的实效性。加强年轻干部教育培训，注重选派优

秀年轻干部到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中锻炼，强化实践锻炼。

聚焦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绿色智慧交通发展等内容开展专

业化能力培训，建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抓好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局、支队、大队领导班子能力提升培训、执法队伍

师资骨干培训、执法人员全员轮训，不断提升执法队伍执法

素养。

4.4 开展重点领域实战化教育培训
创新开展广西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培训，探索开

展高品质智能客运、经济高效智慧物流培训，研究开展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广西交通运输融

合、北斗导航技术应用等智慧交通建设培训，深入开展“平

安交通”应急管理以及防灾减灾等实战化培训。开展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开展重大专题培训，围绕“把广西打造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

便利地”等战略定位，紧扣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

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标准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等开展专

题培训，增强广西交通运输干部职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

本领。

4.5 深化教育培训改革创新
提升教育培训数字化水平，加大“互联网 + 广西交通

教育培训”模式建设力度，组织开发具有广西交通运输特色

的精品网络课程，探索建设以交通运输网络学院、广西干部

网络学院、广西交通运输为主、其他网络培训平台为辅的平

台体系，形成“部区市县”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分级分类

的广西交通运输网络培训平台体系，推动优质培训资源直达

广西交通基层一线。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创新学习载体，

综合运用传统讲授、专题研讨、专题访谈、案例展示、情景

模拟等方式，推行结构化研讨、行动学习等研究式学习、探

索翻转课堂等方法，大力开展互动式教学，提升培训转化成

果质量。

4.6 打造广西交通特色教育培训品牌
研究推出如加快建设交通强区、多式联运发展等具有

广西交通特色的专题培训，争取列入自治区层面干部教育培

训计划，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对全区相关单位和部门进行调

训。推出更多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多式联运发展

等课程列入广西干部网络学院年度专业化能力类必修课、选

修课网络课程，供全区各企事业单位人员学习。依托中国—

东盟（广西）交通运输教育培训中心，着力培育先进、典型

的教育培训案例，推动其成为交通运输部教育培训的一个教

学点，吸引全国交通运输部门的同行到桂参培。同时，推动

具备广西交通特色的培训课程走出“国门”，向东盟国家输

送交通运输技能培训，打造中国—东盟（广西）交通运输教

育培训中心的靓丽名片。

4.7 加强教育培训保障工作
第一，加强经费保障。把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年度财政

预算，保证培训需要。对于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经费不足的，

可推动行业各级党委使用留存的党费组织培训基层党员干

部。第二，加强师资力量。建立和动态调整广西交通运输行

业教育培训师资库，探索培养广西交通运输内部“培训师”，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交通运输专职、兼职教师，兼职教师主要

在领导干部、行业专家、先进模范人物、优秀基层干部中遴

选培养。第三，做好平台保障。用好行业内认定的“广西交

通运输工匠学院”“广西交通运输工匠学校”等实训基地，

以技能大师（工匠）、全国劳模、科研人才等组成的专家团

队为主导，着力打造面向综合交通运输建设需求的“没有围

墙”、开放办学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平台。

5 结语

交通运输进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强区的新阶段，

势必会对广西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必须增强新形势下

做好教育培训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增强教育培训的时代

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不断开创广西交通运输行业

教育培训工作新局面，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

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 [5] 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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