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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措施》要求积极组织民

企开展职称评审相关工作，引导民企制定

包括薪酬、培养、职务晋升等内容的激励

保障措施，从制度上形成有利于民企人才

成长的良好环境。

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负责

人介绍，各县市区人社局将主动出击，在

专业技术人才密集的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等场所设立职

称申报服务点，开通服务热线，积极开展

政策宣传、申报受理等服务。与此同时，发

挥工商联、行业协会覆盖面广、与民营企

业联系密切的优势，探索通过工商联、行

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推荐民营企业专业技

术人才申报职称。

《措施》显示，民企专业技术人才评

价，更加坚持能力实绩导向，着重考核评

议其完成专业技术工作任务的情况、解决

专业技术难题的能力、将科学技术成果转

化为社会经济效益的贡献情况。技术创新

和推广应用、标准规范制定、决策咨询、公

共服务等均可作为业绩成果。

《措施》明确，摒弃论文“一刀切”做

法。评价过程中，民企专业技术人才可用

工作实践中的发明专利、项目报告、工程

方案、设计文件、软课题研究报告、可行性

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方案、工艺流程开发

标准等成果作为其专业代表作，替代论文

要求。任何系列（专业）职称评审，不得以

没有公开发表论文对民企专业技术人才

晋升职称实行“一票否决”。

与此同时，民企专业技术人员未及时

参加初级职称评审，但成绩突出、贡献较

大，表现良好，根据其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

间，在满足相应系列（专业）晋升要求的基

础上，经由民营企业考核推荐，可比照同类

专业技术人员正常申报年限超出2年、4年，

直接申报参评（参考）中级、副高级职称。

《措施》还要求，贯通技能人才职称评审

新路径。在生产领域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能

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具有高级技师（一级）、

技师（二级）、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

级，符合相应职称评审条件，经单位考核推

荐，可直接对应申报参评高、中、初级职称。

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

师）班毕业，分别按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

报参评相应系列（专业）职称。取得世界技能

大赛金牌、银牌，或取得“中华技能大奖”的

优秀高技能人才，可认定相应专业高级职

称。取得世界技能大赛铜牌或优胜奖，或取

得“全国技术能手”等及以上荣誉称号的优

秀高技能人员，可认定相应专业中级职称。

用好职称评价“指挥棒”激发民企人才活力
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摒弃论文“一刀切”，职称评审道路更顺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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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株洲晚报公众号

发布《长郡系期末考试出现长沙

话题目，这是“送分题”？》文中提

到，长郡教育集团期末联考试卷

中，有一道长沙方言题，要求考

生从“莫策、拽味、扯皮、何解”

中，任选一个说出它的意思。引

发网友热议。

网友@花下伞：这个考试对

外地人不公平。不过，不考试，开

设一门方言鉴赏课倒是不错。

网 友 @Semantic error：
完了，我闺女以后不会，咋整。

网友@景明：1 分唤醒孩子

们对方言的重视，在非选拔性考

试中是值得的。

网友@原路之外：对本地学

生而言是记住乡音，对于外地学

生来说是让他们再多了解长沙

一点点。

网友@谢永红：现 在 的 孩

子、家庭大多说普通话，方言还

是要传承下去。

网友@。：方言是传统文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要 继 承 要 保

护，分值占比不高，不影响。

7 月 13 日，株洲晚报公众号

发布《天元大桥一老人欲跳桥，

他苦劝一小时救回》。文中提到，

一名年近六旬的老人坐在护栏

上准备跳桥轻生。危急时刻，途

经此地的芦淞区人大代表蔡海

财趁对方不备，从侧面将其抱下

护栏。网友为救人者点赞，并祝

愿老人早日渡过难关。

网友@湘江评论：人大代表

为人民。

网友@山岳海川：做代表，

当如斯。

网友@飞翔：还是要珍惜生

命。

网友@吃辣椒怕辣：老人家

不容易，祝好。

网友@西西不是嘻嘻：希望

老人家的问题能够早点被解决，

别再想不开了。

网友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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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民企发

展的一大软肋。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

与高校、科研院所和国企相比，民企专业技

术人员的职称评审长期处于“企业不关心、

员工不感冒”的尴尬境地。

原因有哪些？

信息不对称、不畅通是其一。许多民企

职工根本不知道有评职称这回事。采访中，

不论是员工还是老板，普遍对评职称比较

陌生，得知美容美发师、面点师等还能评上

高级技师时，很多人十分吃惊。

对企业而言，很多民企强调的是追求

经济效益，往往不重视专业技术人员的职

称评审。甚至认为加大职工培训力度，就等

同于增加成本，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

对职工而言，获得职称是为了提高收

入和晋升，但事实上这与有无职称似乎“关

系不大”。因为，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

职称与其岗位、聘用、职务晋升、工资福利

密切挂钩，而大多数民企并没有类似制度，

职工自然漠不关心，没有动力去准备资料

参评职称。

此外，民企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不稳定，

流动频繁，工作单位与档案管理相脱节，有

可能今天评上职称明天就走人，这也是制

约民企职工申报职称的瓶颈之一。

找问题
民企为啥对职称不热情？2

株齿公司自主评审职称现场。受访企业供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凌应良 陈刚

“民营经济 10条”“双创 8

条”“人才 30条”……近年来，

为培育更多市场主体，壮大民

营经济，保障民企人才供给与

提升，我市出台了一揽子政

策，推进民企专业技术人才职

称评审就是其中一项。7 月 7

日，市人社局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做好民营企业职称工作

的若干措施》（下简称《措施》），

将更好地发挥职称评价“指挥

棒”作用，激发和释放民企专

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这些年，我市民企职称

评审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

哪些问题，将如何进一步释

放民企人才活力？

看成绩
企业自主评审激活人才动力

根据国家、省人社部门精

神，支持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

业等企事业单位开展人才培

育，我市主导部分职称评审权

限，选择企业进行中、初级职称

自主评审试点，助推企业创新

发展。早在 2018年，我市就开始

试点企业自主评审职称工作。

其中，联诚集团、株齿公司、千

金集团尝到了甜头。

刘舞扬去年参加了千金集

团组织的自主评审，并获得了

中级制药工程师职称。刘舞扬

说，与以往单纯递交资料等待

行政部门审定相比，此次还准

备了 PPT，通过上台演讲、答辩、

现场问答等方式，全方位展现

了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通过

此次自主评审，她得到了公司

更多人的认可。

联诚集团的李友瑜是我市

第四届学术技术带头人。经过

30 年的锤炼，他已成为高级工

程师，取得授权专利 35件，发明

专利 4件，制定铁路行业标准 3

件。这些年，他为公司培养专业

技术人才数十人，其中多人成

为公司中层骨干。

“把评审职称的自主权交

给企业，可以激发和释放企业

员工创新创造的动力与活力，

帮助企业按己所需培养人才。”

李友瑜介绍，公司累计有 286人

申报中、初级职称，257 人获得

相应职称。

上 述 企 业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公司每年都开展了职称自

主评审工作，大大地激发了人

才活力，拓宽了企业人才成长

渠道和空间。与此同时，他们均

组建了具有高级以上（含）职

称、有丰富经验和履历的职称

评审专家评委库，帮助企业专

业技术人才拓宽成长通道。

“企业自主评审，质量一点

也不敢含糊。”株齿公司人力资

源部部长蒋海露说，公司已有

148 人参加自主评审，136 人获

得相应职称。企业自主评审已

成为一张闪亮名片，公司设立

了整套继续教育、培训课程，组

建了以总工程师、首席技术顾

问为成员的评审专家库，保证

自主评审的人才输出质量。实

际操作中，公司人才培养等级

与职称紧密相连，人才能够从

中获得国家及企业的双重认

可，丰富了企业人才发展通道，

提高了企业的影响力，员工干

事兴业有奔头更有干劲。

新做法
有实绩就有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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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谭俊杰

《炎陵黄桃“硒”位出道》
访问量：24.7 万次，发布时间：7

月 13日，记者：王军

《新潮运动：消遣为上 算
盘难打？》
访问量：15.1 万次，发布时间：7

月 13日，记者：吴楚

《守护好百姓的“饭碗田”》
访问量：14.6 万次，发布时间：7

月 12日，记者：黎世伟

《打造芳香产业 助推“香”
村振兴》
访问量：14.4 万次，发布时间：7

月 12日，记者：杨如

《千年瓷艺 华彩绽放》
访问量：13.1 万次，发布时间：7

月 11日，记者：尹二荣 刘毅

《绿色株洲御“风”而行》
访问量：12.9 万次，发布时间：7

月 12日，记者：高晓燕 易蓉

《河长制 28项工作要点 一
一看过来》
访问量：12.9 万次，发布时间：7

月 11日，记者：俞强年

《让 市 民 乐 享“ 诗 意 的 栖
居”》
访问量：12.5 万次，发布时间：7

月 11日，记者：谢嘉

《品一“杯”世间百态--探访
千年瓷都系列报道》
访问量：12.4 万次，发布时间：7

月 13日，记者：肖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