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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扎根基层二十载，他们终圆“高级”梦
济宁全力推进基层卫生职称改革、乡镇“直评”职称评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张军 颜芬

基层职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济宁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决策部署，超前谋划、强化推进，扎实做好基层卫生职职称改革、乡镇“直评”、新型职业农民职
称评定等各项工作，一批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实现了“高级”梦，营造了专业技术人员投身基层、扎根基层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济宁市人社局在基层
职称制度改革中，增设了基层卫生
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对各县(市、区)
基层卫生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实行
总量控制、动态调整、比例单列，不
占常设专业技术高级岗位结构比
例，增设基层卫生高级专业技术岗
位后全市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副高、
正高级岗位分别由原来的371个、2
个增加到514个、37个。

在评审工作中，专门成立了济
宁市基层卫生技术职务资格高级
评审委员会，委托市卫生计生委承
担评委会的日常事务工作和评审
任务，结合基层实际，在评审中淡
化论文因素，注重考察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
护理、康复等内容，2017、2018年度
分别有70名、69名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同志获评高级职称，2019年度获
评人员多达264名，是2017年、2018年
两年总和的近两倍，有效提升了基
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晋升空间
和服务水平。

实施基层卫生职称制度改革
以来，嘉祥县13个镇街属卫生、计
生卫生单位高级职称人员从8人
增至 3 6人，增长率达到3 5 0%，极

大地缓解了基层缺乏卫生、计生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现状。

在乡镇“直评”方面，济宁市认
真贯彻落实《关于印发推进乡村人
才振兴若干措施的通知》(鲁人社发

〔2018〕40号)等有关政策文件，在乡
镇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人员(医疗
卫生专业除外)申报职称评审时，不
受所学专业限制，侧重考察其实际
工作业绩。

县级及以上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交流聘用到乡镇专业技术岗位
工作，可不受任职年限、职务级别
和岗位结构比例的限制，直接申报
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在乡镇事
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0年以
上申报中级职称、20年以上申报副
高级职称、30年以上申报正高级职
称，可不受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
制。

2019年度，全市共有312名乡镇
专业技术人员享受“直评政策”，极
大的解决了乡镇部分专业技术人
员长期在一线工作，成绩突出、年
龄偏大，受单位岗位、所学专业限
制不能晋升专业技术职务问题，畅
通了晋升渠道，提高了他们投身乡
村建设的活力和热情。

“去年12月23日，早上我正准备出
门呢，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说我在乡
镇“直评”中通过了高级工程师的评
审。”如今问起来，马兰仍然能张口便说
出接到通知的时间，而说这话的时候，
她的脸上写满了喜悦。

如今已是汶上县次邱镇政府农业
机械管理站站长的马兰，早在1997年从
山东省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后，就分配
到了次邱镇政府工作。从那时起，便与
农业机械设备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成了
管理站中唯一一朵“金花”。

2003年评为助理工程师，2008年又
被评为工程师。在职称不断晋升的同
时，马兰的业务能力也得到了越来越多
人的认可。23年来，她不仅始终扎根在
农村一线，像男同事一样和那些重型农
业机械设备打交道，而且还在工作之余
发明了三项专利，并获得了“山东省优
秀乡镇农机技术人员”的称号。

“被评为工程师后，我想着在职
称上能够再进一步，也算是对自己
工作的一种认可。”只可惜，因为工
作性质属于工程类，她当初学的专
业属于农学，二者的不对口成了她
晋升高级工程师最大的阻碍，“而且
还要考外语和计算机，但基层繁忙
的 工 作 实 在 让 我 很 难 抽 出 时 间 学
习。”几次考试失利之后，她与晋升
高级工程师的机会擦肩而过。

直到2018年底，本已经对晋升有些
心灰意冷的马兰，从镇人社所得知了省
里出台的新政策。这一次，在乡镇专业
技术岗位工作的人员申报职称评审时，
不再受所学专业限制，而是侧重考察其

实际工作业绩，在乡镇工作累计满二十
年的，也不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可
以参与直评。

“镇人社所所长刘琪一直记挂着我
的事儿，所以第一时间找到我，让我开
始着手准备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9年12月23日，马兰终于了了自己10
年的心愿，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党的好
政策给了我这次晋升机会，一想到自己
是个拥有高级职称的农机工作人员，干
起活来就更加带劲，也更加坚定了自己
扎根基层、服务‘三农’、奉献社会的信
心和决心。”

不受所学专业限制，“女农机手”当上了高级工程师

2019年312名乡镇技术人员享“直评政策”

为基层工作岗位留住更多人才

扎根基层医院23载，评上副高让基层医护有了盼头

在见到张洪波之前，他仍然忙碌
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身为汶上县第
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他主要负责县城
区域的防疫工作，“即便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我们一线防疫人员仍坚决不能
松懈。”

性格沉稳的张洪波，其实对于职
称晋升并没有太多的奢求。1997年从
济宁市卫生学校毕业后，他在乡镇医
院一干就是22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平时还要不断学习，继续医学教
育，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才能职称晋
升，从开始的医士、医师、到主治医
师。”

在张洪波看来，能在乡镇医院达
到中级职称就很知足了，“毕竟更高的
晋升要求也太多，工作年限，论文、著
作、发明专利、英语水平、计算机水平
等等，在乡镇级别的医院很难达到这
些水平。”加之乡镇级医院高级职称名
额也有限，在2017年申请普通副主任
医师职称晋升失利后，张洪波也就打
消了这个念头。

未曾想，随着国家、省、市职称晋
升政策开始改革，对在基层医疗机构
的医务人员职称晋升政策倾斜，不再
看重论文、著作，对英语、计算机等也
不作硬性要求，而是重点看工作业绩，
只要满足工作年限，主治医师聘任满5
年以后就可以申请晋升。于是，在县人
社局的指导下，张洪波准备齐材料后
再一次提交了申请。

令他欣喜的是，2019年2月，在他
扎根基层卫生系统22年后，终于评上
了基层副主任医师。尤其在今年初的

这场疫情防控中，冲锋在防疫一线近
两个月的张洪波因为表现优异，被提
前聘任晋升的职称，这让他兴奋得几
乎一夜没睡，“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
只要你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干，党和
国家就一定不会亏待你。”

如今，张洪波的成绩不仅让周围
的同事羡慕，更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以
前晋升的那些条条框框都没了，更看
重的则是工作成绩，这让越来越多的
优秀医护人员愿意扎根基层卫生系
统，在这片同样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挥
洒青春。

突破岗位比例限制，评上高级职称单位也能聘任

乔建设，人如其名。1995年大专毕
业后的他，便来到了当时的鱼台县周堂
乡水管站，扎根基层从事农田水利工
作。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5年，多
亏了这次基层职称制度改革，不仅实现
了他的“高级”梦，还突破了过去岗位比
例的限制。

“在后来的行政区划调整中，周堂
乡划入了王庙镇，使这个镇成了鱼台县
规模最大的镇，甚至在全市都数一数
二。”乔建设口中的王庙镇，有62个行政
村，65000余人口，耕地多，农田水利项
目也多。相较于全市许多乡镇花钱从外
地雇队伍来建设、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
做法，乔建设实行的是组建全市少有的
乡镇自有专业队伍。

在镇上的群众看来，乔建设一直是
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人。农田水利
的工作环境差，工作忙起来不分严寒酷
暑。作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乔建设不仅
工作扎实，而且自2009年聘任到工程师
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以来，还先后获实用
新型专利两项，发表国家级论文三篇，
获得县农业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虽然成绩突出，但乔建设心里其实
一直有个迈不过去的坎儿，“往年岗位
比例始终是一个紧箍咒，单位近几年都
没空岗，所以我只能等着单位有退休人
员时再参评高级职称。”没曾想，如今借
着政策改革的东风，没有了比例限制，

没有了所学专业限制，只要满足职称评
审条件，就可以晋升。在扎根基层农村
的第25个年头，乔建设成为鱼台县首位
突破单位岗位比例限制，获得高级工程
师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这样的好政策，也让很多年轻人
看到了希望，干事更有了动力。”在乔建
设看来，对基层一线倾斜，让更多的人
获得了更多的职称评审机会，享受到了
职称制度福利，让身处乡镇的专业技术
人员在艰苦工作环境中看到了希望，调
动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张洪波(中)在“万名保健医生进农户”活动

中为村民看病。
马兰正在整理农机设备的资料。

乔建设正在查看站上的农田水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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