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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19日讯(记者
刘雅菲) “省里正在制定完善事
业单位分类目录，下发后，济南将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进行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19日，济南市委、市政
府新闻发言人、济南市委办公厅副
主任李本海告诉记者。

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加
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年内基本
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选择部分
中小学、公立医院、科研院所开
展去行政化试点。

此前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
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
在清理规范的基础上，按照社会
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
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
济南市近日出台了《关于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
见》，明确将有序推进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按照先易后难原则，
积极推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
业单位转企改制，完成改制的收
回事业编制。

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也
将进行改革，逐步将其行政职能
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
涉及机构编制调整的，不得突破
政府机构限额和行政编制总额。

在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
改革方面，济南将在面向社会提
供公益服务的学校、科研院所、
医院等单位先行试点基础上，研

究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
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据李本海介绍，济南目前正在
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做着有关的
准备工作，现在省里正在制定完善
分类目录，还未下发。待目录下发
后，济南市将根据全省的统一部
署，结合济南市实际，制定出自己
的方案目录后再全面推开。

本报记者 陈熹

“学校选择什么样的老师，
校长说了不算，教育部门说了
也不算，而是要看人社和编
办。”采访中，多位校长、委员希
望学校在用人上能够拥有更多
的自主权。

高密一中校长韩金洲头疼
的正是聘人的事，他能做的仅
仅是对校内已有人员的调配。
能不能招新教师、招什么样的，
校长没有决定权，教育部门也
没有决定权，得看编办和人社
等部门。

但由于各个学校情况不
同，需要的教师类型、教师水平
也不尽相同，每年编办分配编
制，人社部门统一招考教师的
传统形式，一定程度上绑住了
校长的手脚。

“多年前，高中进新老师，
学校就组织老师去听试讲，进
而挑选。但在2006年，老师招聘
的权力被人社局抓过去了，采
取公务员考试的方式。之后学

校提意见，才又加了一个试
讲。”省政协委员、淄博第四中
学校长刘绍华说，有些教师试
讲以后不适合做老师，但往往

是一年实习期，过了之后校长
也没权力辞退。

除了选人，校长在用人上
也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原因

之一是职称评聘。教师的职称
评定由行政部门负责，待遇与
职称挂钩，校长无法通过改变
待遇来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

我我省省将将下下发发事事业业单单位位分分类类目目录录
去行政化将在目录下发后展开

聘聘啥啥样样老老师师，，校校长长说说了了不不算算
摘掉官帽后，校长希望能有更多自主权

““没没编编制制，，招招到到的的博博士士生生又又跑跑了了””
编制和职称是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绕不过的坎儿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不能只是去掉行政级别。”这是不少代表和委员的共识。目前，不少地方的医院院长已经摘
了官帽，但在去行政化的改革进程中，卷起袖子准备大展拳脚的他们，发现编制和职称成了绕不过的坎儿。

本报记者 陈熹 马云云 张榕博 王兴飞 乔显佳 张泰来 见习记者 陈晓丽 李师胜

省政协常委、原山东行政学
院党委书记孙矩告诉记者，一方
面，学校去行政化需要取消多年
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另一方面，
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放权，法律接
管，实现依法治校，教育主管部门
只需要做好学校的服务和考试组
织。不过，他坦言，虽然我国制定
了《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但
仍然无法实现真正地依法治校。

而对于高校改革，他赞赏南
科大的做法。“比如，学校的党委
书记就是董事长，只管选拔校长，
其他的都不管。校长产生后，类似
于首席执行官，主管学校教务。”
孙矩说。对此，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孙伟表示，要看好了再走。

孙伟认为，学校去行政化，还
是需要把权力交给基层，不要“放
风筝”，让行政部门彻底放权。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李师胜

政协委员、山东建筑大学教授
邓相超说，指标评定职称，不仅让
一些高校教师无心教学，而且这些
指标无形中成为一种资源，引来不
少“领导”到高校学院当院长。

“这些领导当了院长，因为大
权在握，基本垄断了科研大项目，
拿大课题，严重制约了高校科研
资源的利用，许多实验室建立起
来一年用不上几次，基本都荒废
了。”邓相超表示。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
将这种人解读为“两栖”人物，也就
是官员中“学问”最大，学术中权力
最大。他表示，教育当中“最怕”这
种人。“应该让学校回归教育教学
的本身，而不是一项工程、项目。”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李师胜

省政协委员、中国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薛长湖
认为，学校去行政化，是中国政治
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国际一流的大学，都没有行
政系统的约束，中国应该与国际
同步，这样才能真正提高科研和
教育水平。”薛长湖说，在行政化体
制下，学生素质与传统的教育是分
不开的。“不少学生可能只会读书、
考试，在社会上却吃不开。”他认
为，学校去行政化以后，教师会安
心搞科研，教育水平会有提升。

“教育工作应该由教育工作
者从事，他们更了解规律。”省人
大代表、山东大学物理学院院长
梁作堂教授也说，校长、系主任等
更应该像秘书，只应是召集人，而
不是教育决策的制定者。
本报记者 陈玮 喻雯 王兴飞

大学评职称

引来“两栖”领导

省政协委员薛长湖：

去行政化是
必然趋势

学校去行政化

要把权力给基层

之去行政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样描述去行政化改革：“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年内基本转为企业或社会组
织。选择部分中小学、公立医院、科研院所开展去行政化试点。”我省去行政化改革进程如何？改革之后需要什么
配套措施？本报多路记者同时采访，展现会场内外对去行政化改革的期望与建言。

“我们招了一个博士，本
来考进来了，但后来人家没来
报到。”18日，在枣庄代表团分
组审议时，省人大代表、枣庄
市立医院感染肝病科主任吴
晓荫遗憾地说，医院行政化把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分为有编

和没编两种身份，因为给不了
编制，不少高层次人才选择了
离开。

到手的博士“飞了”，也怨
不得人家。19日，潍坊市脑科医
院院长王道奎告诉记者，由于
人手紧张，医院只能招来相当

一部分没有编制的医生、护士，
但没编制的合同工和有编制的
相比，在社会保险和住房补贴
上差了不少，上升机会也少，人
才留不住。

对于这些问题，“实际上就
是在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过程

中，管和办还没有分离。”王道
奎点破。

吴晓荫也有类似观点，“医
院应该是个做学问的地方、为
老百姓看病的地方。但现在医
院是卫生部门办、卫生部门管，
医院自主权还是不够。”

没有编制，人才上升机会少

“因为是事业单位，在编
人员的档案都在人社部门管
着。”王道奎说，这造成了医
生多点执业难以实现。“是个
人才，不少地方的医院都会抢

着要，但医生走不了，因为档
案管理还是行政化，不能随便
动。”

吴晓荫表示，去行政化之
后，医生可以多点执业，人才可

以流动，医院人手紧张问题也
可以缓解，对下一级医院也能
起到带动作用。

此前有专家也表示，多点
执业合法化的深远意义在于，

医生的身份性质将发生重大
变革，成为自由职业者，回归
其本性。如此，医生的价值才
能得到恰当的体现、充分的保
障。

档案在人社，多点执业难实现

区里两次评职称，无一名老师晋级

“把教师职称晋级的编制
问题解决好是最实在的去行政
化。”省人大代表李淑萍是日照
市东港区文登路小学的校长，
她认为，基层学校教师的职称

晋级和在校学生人数挂钩本身
就是行政化的表现。

“职称晋级看的不是教学
水平，而是看编制，学生多的学
校各级教师职称的编制数量就

多。”去年一年，区里有两次教
师职称晋级，她所在的学校由
于职称编制已满，无一名教师
晋级。

省政协委员、济南市第二

人民医院副院长王玉说：“现
在的医生职称评定制度，大大
牵扯了医生看诊的精力。为了
评职称，医生都忙着发表论
文，哪还有精力治病救人？”

潍坊实行去行政化、职级工资改革后，高密恒涛双语学校校长张群成为11名特级校长之一。（资料片）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