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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化为总抓手在制度创新上“动手术”

信信息息化化为为淄淄博博全全面面深深化化改改革革赋赋能能

本报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何登香

评定专业包括
农产品加工等

12日，记者从东营市人社局了解到，
目前东营市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制定完成，计划
10月底前正式公布实施。

根据征求意见稿，评定专业包括种
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
评定对象主要是东营市种养大户、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民企业及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中从事农业专业技术工作的
骨干人员。初期开展初级、中级职称评
定。

申报人需掌握一定的现代农业技
术，实践经验丰富，推广、示范、带动能力
强，生产经营或指导服务达到一定的产
业规模和经济效益。根据作物蔬菜、经济
林果、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
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不同类别，分别有更
为具体明确的申报条件。

在评定组织方面，坚持实际能力业
绩导向，将申报人员的工作实绩、技术水
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经济社会
效益作为主要评价依据，突出农业生产
技术水平和示范带动能力。职称评定不

受学历、所学专业、论文等限制，采取实
地查看、业绩展示、测试答辩和综合评议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获得职称的农民
有望获得资金补助

据介绍，东营市第一批职业农民职
称评定工作将于10月份开展，计划今
年底前完成。在职业农民职称制度试点
工作开展之前，东营市人社局为确保政
策接地气、可行管用，进行了几轮调
研。此前，工作人员赴外地考察调研了
宁波、成都、宜昌等城市，在东营本地，
不仅面向市直各相关部门征求意见，还
重点对县区、乡镇各涉农部门和农业企
业、种养大户等进行调研走访，对试点
方案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和建议。

“我们了解到宜昌的政策不包含资
金补助这一块，东营的政策将来是包括
这一部分的，扶持力度也会更大。特别的
一点，对于获得职称的农民来说，资金补
助和政策优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更
是一种荣誉，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国
家对个人业绩贡献的一种肯定。在与一
线种养大户的交流过程中，我的这种感
受非常强烈。”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科工作人员介绍。

东东营营下下月月开开评评首首批批农农民民职职称称
评定对象为从事农业专业技术工作的骨干人员

9月11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
读《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其中，备受瞩目的职称制度改革也有了新变
化，首次建立职业农民职称制度，将“农民”作为一
项职业纳入职称评定范围。这项工作将率先在东
营市进行试点。目前，试点工作在东营进展如何？
究竟什么样的“农民”才能参与职称评定？

东营市一处家庭养殖农场内，养殖户张海军查看奶牛状况。根据征求意见稿，东营市种

养大户可以申请评定职称。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大众日报记者 马景阳 刘磊
通讯员 立来 冯萍

“不用带其他证件，一张社保卡，只
需跑一趟，不到10分钟就全部办完。”9月
6日，在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人社所办
理个体工商户参保登记的刘军，对信息
化推进改革带来的便利赞不绝口。

从2014年开始，临淄区就充分运用
“互联网+”和大数据思维，着手构建以社
保卡为载体的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库。“历
时近两年，将50多万服务对象的基本信
息、证件资料一一校对采集入库，实现群
众只持一张社保卡即可办理人社业务。”
临淄区人社局副局长崔秋渠说，同时实
现26项人社待遇、8项其他民生待遇通过
社保卡发放，3项社保费用和居民水电气
暖费用通过社保卡代扣代缴，真正让老
百姓尝到信息化带来的甜头。

不仅如此，自2015年起，张店交警大
队山泉中队开展了一系列数字化建设工
作。如今，该中队数字化建设已见实效。
2017年以来，山泉中队已利用缉查布控
系统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292起。

对于一个仅有8名民警、平均年龄超
过51 . 7岁的中队来说，信息化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在山泉中队数字化勤务室，
工作人员通过信息化应用实现区域视频
巡逻、非现场执法取证、重点车辆精准管
控等。山泉数字化中队建设以来，辖区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起数、死亡人数连续3年
大幅下降。

在淄博市委书记周连华看来，淄博
作为老工业城市，当前正处在转型发展、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仍然面
临许多制约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
和问题。淄博坚持以信息化为总抓手持
续推出制度创新改革举措，既是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改革部署要求的创新性举

措，更是回应群众诉求的现实选择。
“在推进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紧紧

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教育、社
保、医疗等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敢于在制
度创新上‘动手术’，以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的体制机制改革助推各项改革举措落
地生效，才能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新动力、增添新动能。”周连华说。

为此，淄博市先后制定了《淄博市
当前重点领域改革问题清单》和《全面
深化改革重点突破任务清单》，明确了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加强生态淄博建设
等方面的39项重大改革任务，全力推进
落实。

同时，严格落实“一把手”抓改革第
一责任，制定出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认
领改革事项台账，全部事项均明确了信
息化的推进手段、任务目标和成果形式，
强力推进各项改革事项落地落实。

“要把运用信息化手段高效整合各
类资源、破除各种信息壁垒作为推进制
度创新的现实路径，把基层创造、群众认
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信息化推进的制
度创新改革举措在全市推广推介。”淄博
市长于海田介绍。

日前，淄博市在全面梳理近年改革
成果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
神推动重点领域改革方案》及31个具体
实施方案，突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科
技创新、乡村振兴等16个方面体制机制
改革，推动34项制度创新，每个改革事
项，都确定一位市级责任领导、一个责
任部门。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力争
到2020年，全市“四新”经济增加值占比
达到30%以上，为老工业城市全面转
型、全面振兴、走在前列注入新动力，推
动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东营市之所以能够率先在
全省开展试点工作，与其突出的产业优
势和扎实的工作基础有关。

在产业方面，2012年东营市就被整
建制列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目前，
农业园区发展到199家，园区化率达到
49％。东营还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和特色
产业，建设了一批优质农产品基地。农
业规模化经营也进一步发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育充分，农业龙头企业发展
到670家，农民合作社发展到2300多家，
家庭农场发展到1300多家，经营面积5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达到4300多个，农村
实用人才达到6万余人。

同时，新型农民培训工作为职业农

民职称评定试点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工
作基础。东营市自2012年5月启动新型
农民学校创建工作以来，不断完善职业
农民培训体系，实现了农民培训常态
化。

另外，自2012年起，东营垦利区就
试点实施了农技师培养“千人计划”，重
点培养在农村生产一线工作的致富带
头人或产业大户。对培养对象进行职级
评定，已评出高级农技师25人、中级农
技师50人、初级农技师170人。对评出的
农技师，财政给予一次性津贴奖励。垦
利区的农技师评定工作，对职业农民职
称评定试点的开展也具有积极的借鉴
意义。 本报记者 崔立慧

为为啥啥在在东东营营先先试试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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