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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也能评职称

全国已有多位农民
评上“正高级”
  “种地也需要评职称？”11月1日，人社部官方微信刊发报道《河北石家庄：两名农民获评农民职称》，引发网友热议。
  据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日前出台《石家庄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实施方案》。10月14日，石家庄市鹿泉区永飞家
庭农场负责人李永平和鹿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于江通过职称评审，成为全市最先取得初级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给“农民”评职称并非新事。早前，拥有一定技能和学历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可以申请评定职称。自2018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以来，全国多地已启动农民职称评定工作。
  而评审的对象，也并非我们刻板印象中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
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 即新型职业农民。
  有专家认为，“田秀才”“土专家”等职业农民的职称评定，有助于挖掘激励农业人才成长，提高广大农民学习和掌握现代农业科技
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建设新农村、实行乡村振兴壮大人才队伍。

 政策演变

  申报条件放宽 评审权下放

  红星新闻记者查阅发现，1994年10月，
国家原人事部、农业部曾发布《农业九专业
中、高级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试行）》。文
件显示，该评审主要针对于从事农业工程专
业技术推广、科技研究、生产指导、技术监
督等工作的技术人员，职称分为工程师（中
级）和高级工程师。申报条件也有学历和资
历要求限制。如申报中级职称，学历至少为
中专，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并从事本专业工
作五年以上，并为部、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等奖或地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以上奖励
项目的主要贡献者，或者为全国农牧渔业丰
收三等奖项目的主要贡献者。
  2019年10月，人社部、农业农村部印发
《关于深化农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
导意见》。有关负责人就印发该《意见》答
记者问提到，随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
深入推进，原有职称制度存在的制度体系不
够健全、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不够完善等问
题日益凸显，亟须改革和完善。
  前述负责人称，近年来，农村新产业新
业态层出不穷，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
对农业农村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深化农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
革，更好地发挥“指挥棒”和“风向标”作
用，能够激励和引导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提升
能力素质，不断强化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支
撑保障作用。
  针对职称制度改革，《意见》就专业设
置、评价渠道、评审权限、建立绿色通道等方面
均作出了调整。如学历放宽至高中（含中专、职
高、技校）；评审权限方面，正高级职称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自主组织评审，逐步将高级
职称评审权下放到符合条件的地市或大型企
业、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

 聚焦山东东营

 农民职称评什么、怎么评？

  山东省东营市比石家庄市更早出台“新
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实施方案”。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
评定试点。”
  “那时，我们就感觉国家是在鼓励这件
事情。”11月1日，山东省东营市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职业培训科科长高士友告诉记
者，彼时他在东营市人社局负责职称评审工
作。“一开始，我们拿出的方案和事业单位
的评定办法差不多。但大家讨论后觉得不合
适，因为对于农民你不能提学历，或者科研
成果及论文的要求。”高士友称，“我们认
为，要跳出传统职称评审模式，主要针对申
请者的实践操作能力来看待。”
  经过调研走访、充分论证，2018年10月
15日，《东营市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工作
方案》正式印发实施。这份文件对于“谁能
评”“评什么”“怎么评”“如何用”都作
了明确要求。
  谁能评？东营市将评审专业圈定在东营
传统优势和潜力较大的特色农业产业上，包
括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评审范围主
要为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
业企业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中从事农业专
业技术工作的骨干人员。
  评什么？试点之初，东营市先行开展初
级、中级职称评定，名称分别为农民助理农
艺师、农民农艺师。2019年，又开展副高
级、高级职称评定，名称为高级农艺师、正
高级农艺师。
  怎么评？“乡镇谁种的地好，谁种的
坏，基层最有发言权。”高士友称，所以在
职称评定方式上，东营采用了“基层管，行
业推，专家评”的“优中选优”方式。

 放眼全国多地

 已有多人评上“正高级”

  据了解，截至目前，山东省东营市已先后有479人获评农民职称
（正高4人，副高34人，中初级441人）。在东营市试点两年之后，
山东省全面推开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制度。截至2021年1月，全省
已有2224名新型职业农民通过评审取得职称，其中高级41人、中级
626人、初级1557人。
  据红星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除了山东，近年来，浙江、甘
肃、宁夏、湖北、广东等地也陆续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很
多职业农民评上了“正高级”。
  2017 年 7 月，浙江省提出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
制约，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的评审范围，评审并轨、
证书统一。 2020 年 7 月，薄永明等 4人成为浙江省首批拥有正高级
职称的“职业农民”。
  2018年，果农靳志强被甘肃省人社厅按照特殊人才评为农业技
术推广研究员，成为该省首位取得正高级职称的农民专家。据报
道，截至今年5月，甘肃省累计2万多农民获得职称。
  2021年，在宁夏石嘴山市开展农民职称评审试点工作以来，有
111名农民提交了职称申报材料，经评审最终共有45人获评相应职
称。今年，宁夏将在五市全面推行高素质农民职称评审工作。
  2022年8月，广东省首批乡村工匠烹饪专业类别专业人才高级职
称评审结果出炉，全省共有12人获评乡村工匠烹饪专业类别正高级
职称。这是广东乃至全国的乡村工匠专业人才首次获评正高级
职称。
  2022年9月，在湖北宜荆荆恩区域乡村振兴农民技术人员高级职
称评审会上，通过现场展示、理论答辩、专家打分等环节，来自宜
昌、荆州、荆门、恩施的44名农民技术人员破格通过高级职称评
审。据报道，此次职称评审不受“学历、论文、资历”限制，注重
“实践、创新、贡献”，以实绩论英雄。
  有媒体发布评论称，农民获评正高职称彰显社会进步。正高级
职称向“职业农民”开放，既是对人才的尊重，也是大力培养乡村
振兴人才的创新之举。有利于促进农民职业化，为他们创新创业提
供更好环境，也有助于激励更多农村青年精研业务，从“泥腿子”
变成“领头雁”。

据北青网  

  石家庄农
民于江成为该
市首批取得初
级职称的新型
职业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