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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我市深化
职称制度改革，不断释放政
策红利。记者昨日从市人社
局了解到，今年我市职称评
审全面启用新的资格条件，
破除唯学历资历论文倾向，
实现职称评审各要素创新突
破。

改革明确职称导向，在
评价标准上创新突破，率先
系统破除“唯学历、唯资历、
唯论文”倾向。在破除唯学
历倾向上，非本专业学历予
以认可。科学设置学历、专
业等申报条件，除有职业准
入要求的职称系列（专业）
外，对长期从事本专业工作，
实践证明能胜任相应专业技
术工作的人才，所学专业不
作硬性要求，非本专业学历
予以认可。

破除唯资历倾向，适当
放 宽 资 历 、年 限 等 条 件 限
制。合理设置工作年限要
求，对业绩特别突出的中青
年优秀人才和长期在基层一
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适
当放宽资历、年限等条件限
制。为推动工程技术人才职
称制度与工程类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有效衔接，获得工
程类专业学位的工程技术人
才，可提前1年申报职称。对
长期在基层一线和经济薄弱
地区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
适当放宽学历资历要求。

破除唯论文倾向，中级
职称不作论文要求，高级推
行代表作制度。按系列、层
级、职业属性和岗位需求合
理设置论文条件。彻底解决
过去职称论文“一刀切”的问
题，将职称评审“唯论文”改
为“菜单式”，让人才做“多选
题”。对高校教师、科学研究

等理论性强、研究属性明显
的职称系列，推行代表作制
度，淡化论文数量要求；对工
程技术、艺术、翻译、工艺美
术等应用性强、研究属性不
明显的职称系列，论文不作
限制性要求。对申报初、中
级职称和在基层一线工作的
专业技术人才，淡化或不作
论文要求。实行以专利成
果、项目报告、工作总结、工
程方案、艺术作品、设计文件
等成果形式替代论文。

突出“高精尖缺”，在评
价政策上创新突破，优秀人
才可直报。对取得重大基础
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
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在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中作出重大贡
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直接
申报评审高级职称。优秀民
企享受中级直报待遇，不受
助理级限制。

博士后在博士后工作站
或科研流动站工作期间，能
创造性开展博士后研究，并
取得较大成绩，可不受资历
限制直接申报认定高级职
称。

与此同时，在工程职称
系列增设乡土人才专业，健
全乡土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重点评价其带领技艺传承、
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
富综合业绩。

据悉，今年将完善基层
专业技术人员“定向评价、定
向使用”机制，对基层专业技
术人员实行单独分组、单独
评审。科学确定基层事业单
位岗位设置和专业技术人才
评价、使用标准，引导人才向
农村基层一线流动。

（马原 沈春来）

京江晚报讯 在今年江
苏省政府表彰的第三届“江苏
技能大奖”名单中，江苏广兴
集团首席技师、总工程师沈春
雷成为“江苏大工匠”。这是
镇江目前唯一获此殊荣的技
能人才。这位从泥瓦小工逐
步成长起来的全国劳模、全国
优秀农民工，已然成为镇江万
千产业工人中耀眼的技能“明
星”。

“我们就是要以此为榜
样，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
人队伍，为产业强市‘一号战
略’贡献力量！”日前，市政协
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高国成
表示，镇江今年产改的工作导
向，就是推进产改与产业强市
深度融合，工会实施“托星计
划”，围绕四个方面，致力打造
一支“星光熠熠”的产业工人
队伍。

“比武造星”，竞赛场上，
“真刀真枪”去比，真正的技能
明星才能脱颖而出。镇江深
化培训、练兵、比武、晋级“四
位一体”的职工职业技能发展
模式，围绕“四群八链”重点产
业，今年将承办1至2个省级技
能大赛，举办20个以上工种的
市级职工技能竞赛，引导企业
开 展 各 类 技 能 竞 赛 百 个 以
上。通过这些竞赛，营造“比
学赶超”氛围，产生行业技能
状元 10 个，市五一技术标兵

100个以上。产改重点行业技
能竞赛“双合格”的职工，免费
为 其 发 放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获奖职工根据成绩等条
件，将授予市五一劳动奖章、
市技术能手、市五一技术标兵
等荣誉称号，并给予一定物质
奖励，还能享受市总组织的免
费疗休养待遇——精神激励
和物质奖励双管齐下，让产业
工人争当“明星”。

“小兵立大功”，于细微处
见真功。市总工会将组织职
工广泛参与到小发明、小创
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的

“五小”群众性创新活动中，发
挥才智，小中见大。同时继续
做好职工十大科技创新成果、
十大先进操作法、十大发明专
利认定工作，并给予专项奖
励。鼓励企业制定职工科技
创新、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
奖励办法，将职工创新成果与
职工晋级挂钩，通过设立首席
员工、金牌工人、创新能手等
激励制度，激发产业工人技术
创新的内生动力。

打造“工匠金蓝领”，让一
线职工有盼头。今年，镇江市
将创立 10 家市工匠创新工作
室，领衔人由获得过市级以上
技术能手、五一技术标兵称号
的产业工人中产生，并给予每
家 5000 元经费补助。同时深
化市级劳模创新工作室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围绕产业链，
命名 10 家以上市劳模创新工
作室，创建一批新的劳模创新
工作室联盟。着眼产业发展
紧缺工种，由市总工会出资选
派一批企业一线生产技术骨
干进行脱产培训，提升技能等
级，成为高技能领军人才。

“名师带高徒”，让“后浪”
快速成长为“新星”。从各行
业劳模、工匠、技术能人中选
拔出 100 名“名师”，开展师徒
结对，助推新职工走上技能提
升快车道。实施“名师带徒”
产业工人岗位增酬计划，市总
工会给予这 100个“名师带徒”
岗位每年各 1000元补助，为期
两年。同时从全市职业院校
中遴选出一批“双师型”名教
师，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对
产改试点企业在岗职工进行
技能提升培训，共同培育企业
急需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
型产业工人。市总工会将对
取得较好成效的 10 家企业发
放专项补助资金。

“四项行动从制度建设、
实施措施，到经费保障，我们
都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就是想
真正激发出全市产业工人内
生动力，为产业强市贡献一支

‘全明星’职工队伍。”展望今
年产改工作，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胡云霞信心满满。

（王照龙 范翊 古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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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释放深化
职称制度改革红利

13 日，京口实
小以“云”会议形
式举行镇江市小
学语文课堂之“基
于大单元的学习
任务群教学设计
与实施”的研讨活
动。活动邀请市
小语界专家现场
参与，全市范围学
校在线共享，还有
青海省海南藏族
自治州各县级小
学共研、共训、共
享。

王呈 张志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