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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五唯”，山东创新高校教师职称评聘方式

论文数量仅作参考，鼓励“十年磨一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山
东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和《历下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区人民代表大
会换届选举的决定》，历下区
第十九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工作已启动，2021年12月28
日为选举日，2021年12月8日
张榜公布选民名单。

凡是户籍在济南高新区
舜华路街道辖区范围内，且
在2003年12月28日24时以前
出生的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国
公民，有选举权并能够行使
选举权的，应依法主动到所
在社区进行选民登记；行政
关系转入社区的离退休人员
到所在社区进行选民登记；
舜华路街道辖区内的机关和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企业
职工、在校学生，在所在单位
的选区进行选民登记。

逾期未登记者，视为主
动放弃，不再列入此次选举
选民名单。

特此公告。
历下区选举委员会舜华

路街道选举工作指导小组
2021年11月30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允许越级申报评聘
探索实施专家举荐制

《管理办法》指出，注重多元
评价，制定高校职称评审的指导
标准，将师德表现作为自主评聘
的首要条件，突出教育教学能
力、教学效果、岗位业绩贡献，增
加技术创新、专利发明、成果转
化、技术推广、标准制定、决策咨
询、公共服务等评价指标的权
重。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开展以
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代替量化
评价，以“科学研究全周期评价”
代替定期评价，鼓励推行代表性
成果评价，鼓励高校教师“十年磨
一剑”。

“创新海外人才评聘标准，在
海外取得的业绩可作为评聘的参
考依据。”省人社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周春艳介绍，《管理办法》创
新高校人才评价方式，建立重点
人才绿色通道，打破高校人才评
价“一步一步爬台阶”，允许越级
申报、评聘。同时，探索实施专家
举荐制，多元评价人才。

如何保障高校职称评聘的
自主权？周春艳指出，用什么人，
怎么评价人，用人单位最有发言
权，“《管理办法》全面厘清政府
部门与高校的职责边界，充分尊
重高校的发展实际。”周春艳说，
规定由高校自主组建职称评聘
委员会，负责制定本校自主评聘
工作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聘委
会的成员和下设机构组成人员，
由本校的负责同志、学术委员会
成员代表、院（系）和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同行专家以及教师代
表组成，确保由“自己人”行使评
聘权。

彻底改变“一评定终身”
实现能者上、庸者下

《管理办法》如何激发和保障
高校教师的创新创造活力？“支持
和引导高校通过自主评聘，将有
限的岗位资源、薪酬资源向创新
领域倾斜，引导教师向创新领域
集聚，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省
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
钟建军介绍，“双创”期间，教师在
高校继续享有参加职称评聘的权
利，真正让他们创业更专心、创新
更安心。

钟建军指出，营造富有竞争
力的用人环境，是激发高校教师
创新活力的关键。《管理办法》明
确提出高校教师职称实行聘期
管理，按照“以岗定职、岗变职
变”的原则开展自主评聘，根据
聘用岗位对应取得相应职称。也
就是说，高校职称实行评聘一
体，彻底改变了以往“一评定终
身”，实现能者上、庸者下，进而
引导广大教师根据自身能力水

平和发展定位，自主选择最能发
挥特长优势、最能实现个人价值
的岗位参加竞聘，充分激发高校
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构建起
能上能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的用人机制。

此外，《管理办法》明确提出
高校要制定科学合理、分类分层
的岗位评聘标准，坚决防止“一张
卷子考所有人”。“支持高校结合
实际，进一步扩大评价主体，拓展
评价方式，鼓励探索专家举荐制，
努力把最优秀的人才用最合适的
方式评出来。”钟建军指出，支持
高校建立重点人才职称评审绿色
通道，对服务国家、省重大战略需
求中，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
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
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重大
贡献的重点人才，予以倾斜，引导
更多优秀人才投身科技创新主战
场。

不得将海外留学经历
作为职称评聘必要条件

众所周知，评价标准是人才
评价的风向标。省教育厅在指导
高校制定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标准

中，又是如何破“五唯”，建立以创
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
评价体系？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马
希军指出，坚决克服教师职称评
聘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
奖项、唯项目等倾向，在教师职称
评聘过程中，论文发表数量和引
用情况、期刊影响因子等仅作为
评价参考，不能以SCI（科学引文
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等论文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
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要突出一
个核心，就是评价教师研究本身
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能

“重数量、轻质量”。高校要结合
实际建立各学科高水平期刊目
录和高水平学术会议目录。对国
内和国外的期刊、高水平学术会
议发表论文、报告要同等对待、
一视同仁。

“在教师职称评聘中，不得
将是否拥有海外留学、访学经历
作为职称评聘的必要条件，不得
简单规定获得科研项目的数量
和经费规模等条件，不得将人才
称号作为职称评聘的限制性条
件，目的就是破‘五唯’，让教师
静心教学、潜心育人、不焦虑。”
马希军说。

此外，还要增加技术创新、专
利发明、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标
准制定、决策咨询、公共服务等评
价的权重，目的就是引导高校教
师，尤其是职业院校教师，多出科
研转化成果，服务产业发展。

马希军强调，对基础科学领
域，探索开展以同行评议的定性
评价代替量化评价，以“科学研
究全周期评价”代替定期评价，
其初衷就是让教育回归初心，让
教师回归课堂。

通 告

人保财险创新银保合作模式，整合资源推出农业保险贷

保险搭桥 助农民跨越“融资难关”

位于利津县的黄河口滩羊产业园，是盐
窝镇当地凝心聚力打造的全产业链肉羊产
业园区。养殖户石彪和季宁波在其中分别承
包了两三个羊舍，共计4500多只羊。最近行
情见好，两人便各自新进了一批幼羊。但是，
随之而来的饲料问题却摆在了眼前。

“饲料价格一直涨，但家里的钱大多拿
来买幼羊了，很难再购入足量饲料。”两位养
殖户看着嗷嗷待哺的小羊，正在一筹莫展之
际，人保财险利津支公司的客户经理了解到
了这一情况，并向他们推荐了新产品“农业
保险贷”。最终，通过人保财险同利津县农商
银行的合作，成功为石彪投保肉羊2000只，

提供160万元的风险保障，并顺利发放100万
元“农业保险贷”，季宁波投保肉羊2500只，
提供200万元风险保障，发放150万元“农业
保险贷”。

“农户或养殖户一般经营规模较小，风
险较大，同时，又缺少足够的抵押物，所以，
银行很难对其提供贷款。”人保财险利津支
公司的客户经理刘政说，以石彪和季宁波两
位养殖户为例，从引进幼羊到出栏获得收
入，可能会遭遇到疫病、市场价格波动以及
意外事故等威胁。“银行也担心，如果在养殖
过程中出现损失，贷款收回就变成了问题。”
利津农商行盐窝支行刘宁经理说。

针对农民生产经营中存在的这一问题，
人保财险敏锐地发现，保险公司在其中可以
承担桥梁作用。“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为养殖
户、农户等提供保险保障。农民有了保单，一
举解决了生产经营中的风险保障和融资两
大关键因素。”人保财险东营市分公司副总
经理康新忠介绍，以利津县为例，在一定的
授信额度内，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凭借人保财
险的农险保单向利津县农商行申请贷款。贷
款过程中，人保财险的保单不但为投保农户
提供农业风险保障，还可以增加贷款授信额
度，而且赔款优先用于银行的贷款，为银行
贷款提供了还款保障。

2021年10月9日，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
司与省联社联合定制印发了《山东省“农业
保险贷”试点实施方案》。《方案》一经出台，
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便在全省各地快
速推广实施。农业保险贷，银保合作是关
键，人保财险各市、县支公司主动联系当
地农商行，深化“财政+保险+银行”合作，
积极研究“保单质押+融资”模式，以降息、
贴息、风险补偿、保单增信、再贷款支持等
多种金融支持政策为契机，以农业保险保单
质押为依托，大大降低了农户的融资成本和
管理成本。

同时，人保财险各支公司主动走进田间
地头、大棚、圈舍等农民生产经营一线，实际
了解客户贷款、投保需求，联合各地银行对

当地养殖户、种植户实施逐户上门对接，宣
传保险贷款惠农政策，畅通投保贷款渠道，
提高投保放贷效率，有序实现“应保尽保”

“应贷尽贷”，切实解决养殖户、种植户“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我们各个支公司也根据
当地特点，讲解养殖保险、农业保险贷款政
策和办理流程。经过努力，逐步打消了养殖
户投保顾虑，推动农业保险贷试点业务快速
推进。”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农业农村保
险部/乡村振兴保险部总经理李东峰介绍。

据了解，“农业保险贷”具有利率低、手
续简单、放款快、省财政贴息等优势，解决了
养殖户、种植户融资难、融资贵、耗时长等问
题，进一步拓宽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融资
渠道。目前，人保财险已经协同东营、潍坊等

多地农商银行，实现“农业保险贷”的成功落
地，服务当地的种养殖产业，截至目前已为
被保险人成功带来融资近700万元。

“未来，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将认真
贯彻落实省财政厅、山东银保监局及农业主
管部门的相关要求，与省联社共同落实好

《山东省‘农业保险贷’试点实施方案》各项
要求，探索农业保险贷模式在全省普遍推广
的条件。”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
李志恒介绍，人保财险山东省分公司将切实
发挥机构、人员和网络优势，摸底调查服务
对象，深入宣传相关政策，以实际行动带动
农业增产增收，促进农村金融环境健康发
展，助力山东现代农业提档升级，为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支持。

“银行看见保单，放款

也就快了！”在利津县的养

殖户中间，原本不敢奢求的

银行贷款，竟然方便快速地

被申请了下来。而这，源于

人保财险和当地银行共同

推出的“农业保险贷”。这是

一款以农业保险为基础开

发的信贷产品，通过整合银

行、保险多方资源，以农业

经营主体投保农业保险的

保单为质押，通过保险保单

增信，财政资金贴息，带动

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提供易获得、低成本的

惠农金融服务。

近年来，人保财险山东

省分公司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国家战略，出台系列措

施，鼓励各分支机构创新金

融服务方案，积极推广新业

务，主动强化银保合作，推

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寒

通讯员 周晓光
保单+贷款，为幼羊成长套上双保障

大力推动，让农业保险贷走进田间地头

如何保障高校职称评聘的自主权？11月29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发布会，通报了《高校教师职称自主评聘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

法》）。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
在教师职称评聘中，高校不得将是

否拥有海外留学、访学经历作为
职称评聘的必要条件，不得简单
规定获得科研项目的数量和经
费规模等条件，不得将人才称
号作为职称评聘的限制性条
件，目的就是破‘五唯’，让教师
静心教学、潜心育人、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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