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7日上午江苏代表团

的审议现场，李克强总理当

了一回“医生”。而他问诊

的，正是基层医院医生们的

“职称晋升病”。李克强总理

说：“手术没做好，论文写得

不错，问题不解决，这不是

花架子吗?”深化职称改革成

为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

的呼声。他们认为，无论是

从人才发展考虑，还是为行

业发展着想，深化多年“啃

不动”的职称改革迫在眉睫。

陈媛

众所周知，搞职称评定是为了激发
人才活力，推动事业发展，但近年来，

“模式化”的职称评定不仅不能提高专
业技术人员的技能水平，反而成为一些
不法者谋取私利的“灰色圈”，在金钱
与利益的掺杂中，甚至生产出一些“不
合格品”，导致有些人职称升了、待遇
高了、荣誉有了，但水平没提、本事没
长、能力照样，这不仅破坏行业发展，
制约人才进步，还透支政府公信力，损
害了群众切身利益。

不可否认，在有的地方，“凭本事
干工作”早就演变成了“以职称论英
雄”，有些人为了评上职称，在考证、
考级、搞科研、出论文上真的是蛮拼
的，甚至不惜动“歪脑筋”、“走捷
径”，而等到功成名就时，就坐享其
成，不思进取，这种唯证书、唯论文评
出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真的“高级”
吗，认可度又有多少？

有了问题不可怕，怕就怕领导干部
不敢、不想面对，如果上下级同心，各
部门协力，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来；如
果明知有问题，却讳疾忌医，再小的毛
病也会变成大问题。莫要等到“病入膏
肓”不得不医治的时候才开始行动，治

“已病”要比治“未病”花更大力气、
费更多功夫，与其等到“职称晋升病”
滋生出更多怪现象，不如现在就行动起
来，把问题摆到台面上，不推不拖、不
躲不逃，拿出硬措施，见到真成效。

职称评定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
牵动面大，影响深远，又没有现成管用
的套路可以现学现用，改革的路上必定

要面对很多困难，但这正是我们应该站
出来、冲上前的时候，慢作为、不作为
是对党、对群众不负责。治疗“职称晋
升病”要先从干部自身改起，铲除畏难
发愁、等靠推拖的懒政思想，不管摸透
实情需要做几千几万份问卷，制定方案
要开多少研讨会、听证会，界定评审标
准要细化多少分类、列出多少条目，给
评审去行政化要面对多少阻碍，改革试
点又要承担怎样的风险等等，这些都不
能成为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的绊脚石。各
级领导干部要牢记使命，不推责、敢担
责，主动干、务实干，相信世上无难
事，只要肯作为。

新华

“一个、两个教师靠‘上课好’评
上教授还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要拿出
一定的比例。”近日，全国人大代表、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的一席话，令
会场内许多代表感觉“有话要说”。全
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盛亚
飞说：“现在除了教师，还有临床医生
都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花在写论文上，
而不重视临床看病。教师的本职是育
人、医生的本职是看病，现在都被论
文、项目占据了，这种现象让人忧虑。”

深化职称改革成为今年两会上不
少代表委员的呼声。他们认为，无论是
从人才发展考虑，还是为行业发展着
想，深化多年“啃不动”的职称改革迫
在眉睫。莫让职称成为一大堆证书垫背
的“纸撑”。

职称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
水平和能力的等级称号，职称制度对发

展和稳定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促进
各项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调动专业技术
人员积极性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但在职称制度的发展过程中，

“唯职称论”的论调和评审标准的一成
不变，也导致职称高能力低、重科研轻
实践等问题不断涌现，职称评审在一些
地区一些人中渐渐变了味，失去了原本
的意义。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职称标准唯
证书、唯论文、唯英语的“一刀切”，
不仅违背了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技能水平
的初衷，还成为社会组织和一些人员变
相牟利的工具，在考证、评审的过程中
催生出“灰色利益链”，影响了行业正
常、有序、公平的发展。对此，代表委
员呼吁，激发人才活力迫切需要深化职
称改革。

深化职称改革，亟待走出“以职
称论英雄”的认知误区，建立更为多元
的职称评审标准。

既要让职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也要改掉其限制人才活力、束缚人才创
新的弊端。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要
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
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
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

深化职称改革，还需建立更为多
元的职称评审标准。人才从来就不是流
水线上的产品，人才衡量的标准也不可
能一成不变。职称评审既要让擅于进行
科学研究的专业人才被认可，也要让拿
着“手术刀”的技术人才得到肯定，真
正做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
齐就蔚然成风。”从分类评审、重奖教
学型人才，到中小学领域改革职称评审
制度，新的职称评审方式不断涌现。人
们期待，职称评审制度改革能够真正破
除“职称晋升病”，打破“一刀切”的
僵化评价标准，让每一个人的才能都得
到正确评价，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职称晋升病”该治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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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永新翁：职称晋升不唯证书、论文、
英语又该凭什么呢？凭“高富帅”还是凭
关系？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
都是有其缺陷，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下，如
果没有这些硬条件，对多数人来说可能更
不公平。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硬件”的取
得是否合规？能否真正做到在“硬件”面
前人人平等？这是大家应该关注的。

博议

@哈哈一笑：在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的框架中，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定主
要由行政机关主导，学校、科研院所、医
院等单位主要是执行这些规定。而关于专
业技术职务的名额、评定的考试要求和标
准，也主要是由行政机关做统一规定。所
以，改变职称评定的“花架子”，还在于改
变现行的、与实际业务水平脱离的、由权
力主导的职称评定体系。

职称评定制度
应由权力主导

思考

@Dream：“花架子”说一语中的，点
到了职称评定的积弊上了。评职称要求参
加英语、计算机统一考试。但实际工作中
使用的软件已经是office2010以上了，考试
的内容还停留在十来年前的 office2003，最
新也是 office2007。这是考计算机应用，还
是“计算机考古”？

“花架子”说一语中的

调侃

@磨剑人生：职称评定制度改革，关乎
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科
技创新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得要放在“简
政放权”、“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大背景下
考量。

@陈越峰：职称制度的改革，需要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框架中，围绕政府职能转
变、简政放权，逐渐使市场机制在人才水准
的评定、人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蓬莱九仙_85952：“专家”的职称都
是熬年头混的，所以，水平可想而知。众人
不服就在于此。

有一说二

“职称晋升病”里也有懒政的根

论文至上“职称晋升病”

治愈还需顶层纠偏

职称评定“唯论文”，无疑助推了
论文从起草到发表的功利化。一些论文
鱼目混珠、七拼八凑，令人诟病。论文
结论既无科研价值也没有应用价值，造
成对资源的极大消耗。

告别“唯论文论”，高层应及时推
出“职称评审新政”，科学、灵活、多
样化地进行职称评定，以成果至上似乎
更为可行。衡量教学质量、统计医患数
据、评测科研成果，选出的副高、正高
不仅名副其实，而且“货”真“价”
实。现在，对“职称晋升病”，李克强
总理已经给卫计委点题，其他相关部门
也赶快行动吧。

■ ■ 朱昌俊

周畅

职称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
平和能力的等级称号，职称制度对发展
和稳定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促进各
项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调动专业技术人
员积极性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但在职称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唯
职称论”的论调和评审标准的一成不
变，也导致职称高能力低、重科研轻实
践等问题不断涌现，职称评审在一些地
区一些人中渐渐变了味，失去了原本的

意义。
深化职称改革，亟待走出“以职称

论英雄”的认知误区。既要让职称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也要改掉其限制人才活
力、束缚人才创新的弊端。着力完善人
才发展机制，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
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
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
碍。

深化职称改革，还需建立更为多元
的职称评审标准。人才从来就不是流水
线上的产品，人才衡量的标准也不可能

一成不变。职称评审既要让擅于进行科
学研究的专业人才被认可，也要让拿着

“手术刀”的技术人才得到肯定，真正
做到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
就蔚然成风”。从分类评审、重奖教学
型人才，到中小学领域改革职称评审制
度，新的职称评审方式不断涌现。人们
期待，职称评审制度改革能够真正破除

“职称晋升病”，打破“一刀切”的僵化
评价标准，让每一个人的才能都得到正
确评价，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期待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破除“职称晋升病”

@倚池阑愁：初级可以直接定，晋升
中级、高级是不是可以引入竞争答辩、专家
委员会和听证制度呢？

@maywu-：希望职称评审制度改革能
够真正破除“职称晋升病”，打破“一刀
切”的僵化评价标准，让每一个人的才能都
得到正确评价，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