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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还能评职称？这个可以有
专家建议，兼顾全国的普遍性和区域的独特性，让职称评审真正赋能乡村振兴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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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吉林、山东、浙江
等地纷纷试水职业农民职称评定。此举
在畅通“新农人”职业发展道路、吸引人才
扎根乡村的同时，也面临社会认知度有待
提高等问题。

最近，李宗光评上高级农技师职称
的消息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成了新
鲜事。

“种地还能评职称？”不仅很多村民
觉得不可思议，评上职称的“乡创客”农
安县宗光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宗光
在申报时也是半信半疑。

为了更好地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
兴中建功立业，吉林、山东、浙江等地纷
纷试水为扎根乡村的“土专家”“田秀才”

“乡创客”等乡村振兴人才评职称。此举
在宁静的乡村荡起阵阵涟漪。

专家表示，为“新农人”评职称，是
对乡村人力资本的重视，也体现出对人
才专业化的需求，有利于畅通乡村振兴
人才的职业成长，拓宽乡村振兴的引才
之路。不过，要让“新农人”对这一人才
评价制度“热”起来，关键还要看社会认
可度。

乡村能人拿到“官方认证”

“拿到‘官方认证’的职称证书，感觉
沉甸甸的。”吉林延边光东朝鲜族民俗旅
游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丽娜，是吉林
省首批300名获评乡村振兴人才高级职
称的乡村能人之一。

2021 年，吉林省人社厅开始探索
为乡村振兴人才评职称，还专门制定

《吉林省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实施
办法（试行）》，明确评审主要面向长
期扎根基层、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农
民、技术能手、电商营销人员等，设置
乡村振兴农经师、乡村振兴农艺师、
乡村振兴电商营销师等 9 个专业，每
个专业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副高
级）3 个层级。

实际上，早在2017年7月，浙江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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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评审范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
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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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吉
林、山东、浙江等地试水开展职业农民职
称评定工作，甚至有不少职业农民已经
评上“正高级”。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用好
人才评价指挥棒，对引领新农民转型，培
养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
乡村人才队伍意义重大。”中国劳动和社
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童天表示，从
全国来看，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已成为
新时代人才评价工作的新风向。

据吉林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处处长张福新介绍，两年来，吉林
省已有 3962 名乡村振兴人才获评职
称，其中有 600 名乡村能人获评高级
职称。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专业
技术职称通常是针对企事业
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及高校
科研人员，参评者往往需要满
足学历、论文、研究成果等“硬
杠杠”。那么，农民评职称也
有这样的“硬门槛”吗？

张福新介绍说，《吉林省
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实施
办法（试行）》中特别明确，乡
村振兴人才职称申报，不唯学
历、不唯年龄、不唯奖项、不唯
论文。同时，针对9个不同专
业，分类制定了不同评价标
准，重点评审参评者带领技艺
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

众致富的综合能力。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的评

审办法、评选标准有所不同，
有的是对从事相应农业技术
年限和参加农业相关业务学
习培训学时有要求，有的是对
现代农业技术或生产经营或
指导服务达到的产业规模等
有要求，但共同之处都是贴近
农业生产实际，“农民干什么，
就评什么”。

李宗光所在的合作社创
新采取“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六
行种植模式”进行耕种，在保
护黑土地的同时，实现农户每
公顷减少农资投入1000多元，

目前已推广种植 10162 亩，经
济效益十分可观。此次参加
职称评审，李宗光正是凭借这
一亮眼实绩顺利过关。

“能为乡村发展做什么，
能给农户带来多少收益，这
些都是评审‘硬杠杠’。”杨丽
娜说，她创办的公司通过“企
业+村集体+农户”三方利益
共享的运行模式，让所辖 3
个村从贫穷落后村变成闻名
全国的旅游村，村民人均年
收入提升 1.6 万元，是原来的
近 6 倍。这些带动村民致富
的业绩，也是她获评职称的
关键。

评审有啥“硬杠杠”？

不久前，得知自己成为省
内第二批获评高级职称的乡
村振兴人才、吉林省德惠市德
源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
龙兴奋不已。

张兴龙在返乡创业后，
摸索出鸡舍标准化清理消毒
流程，使原来每批肉鸡出栏
后 14~21 天的空栏期缩短至
4~7 天，每个养殖场每年可多
养 1~2 批鸡。在他看来，高
级职称是对他专业技术水平
和工作能力的认可，也是高
素质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
证”。

乡村振兴人才有了职称
“傍身”，除了个人荣誉感、社
会认同感提升，还有配套的奖
励补助和政策倾斜，进一步激

发了他们扎根乡村的热情。
去年，杨丽娜通过高级农

经师评审后，同时获评全省首
批乡村振兴十大杰出人才，不
仅能连续 5 年每年获得 3000
元奖励，还有出去培训学习的
机会。她说：“现在扎根农村
创业更有信心了。”

张福新表示，有了职称
“加持”，返乡创业人才能更好
发挥“领头雁”作用，带动农业
技术人员提升能力素质。

按计划，2023年吉林省将
再为 2000 名乡村振兴人才评
职称。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在
一些农民的认知里，由于没有
与个人收入直接挂钩，职称更
像是一种荣誉，这也导致一些

农民对评职称的参评热情并
不高。

“农民的职称评定制度能
否发挥最大效能，关键还要看
社会认可度。”童天表示，乡村
振兴人才和其他技术技能人
才一样，都要坚持以用为本，
数量、质量、结构并重，立足产
业，关注市场需求。

童天建议，在乡村振兴人
才职称评审中，各地要把握
好制度的刚性和机制的灵活
性，兼顾全国的普遍性和区
域的独特性，完善建立同行
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
机制，让职称评审给劳动者
带来职业发展，真正赋能乡
村振兴。

（据《工人日报》）

让职称评审真正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