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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规定》明确各单位申请组建的
职称评审委员会应当进行核准备案，有
哪些考虑？

答：职称评审委员会实行核准备
案制度，是确保职称评审质量的内在
要求，是加强职称评审监督的有效手
段。《规定》提出，国务院各部门、中央
企业、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人才交
流服务机构等组建的高级职称评审
委员会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核准备案；各地区组建的高
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由省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核准备案。中初
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的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各部门、省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以及具有职称评
审权的用人单位制定。

问：为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专业
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规定》有哪些
安排？

答：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专
业技术人才已占全国专业技术人才
总量的一半以上。截至 2015年底，非
公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已达 3822
万人，占比 52.2%。为确保非公有制
经济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评审
中享有同等待遇，《规定》明确对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由职业者职称评
审同样适用，使其参加职称评审有依
据、有保障。同时，对非公有制经济
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提出具
体要求，明确了审核、公示、推荐的主
体，确保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赵兵）

据《人民日报》

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
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
康委扶贫办主任、财务司司长何
锦国表示，截至 2019年 6月底，全
国 1435万贫困大病和慢病患者得
到基本救治和健康管理服务。他
指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
的“空白点”，将成为健康扶贫的
重要任务，力争到今年年底全面
消除。

何锦国介绍，近年来，全国三
级医院“一对一”对口帮扶、建立
远程医疗网络等举措，已明显提
升了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能力，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且
医疗费用负担大幅减轻。数据显
示，截至 2019年 6月底，全国 1435
万贫困大病和慢病患者得到了基
本救治和健康管理服务；全国贫
困患者医疗费用个人平均自付比
例控制在 10%左右；94.5%的贫困
患者在县域内得到妥善治疗。

“虽然健康扶贫取得了一定
成绩，但少数地区缺医疗卫生机
构缺医生、部分机构房屋设备等
基 础 设 施 未 达 标 等 问 题 仍 然 存
在。”

对此，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党
组书记单向前坦言，今年 5 月以
来，安徽省对全省 70 个涉贫县区
的 14022个行政村进行逐村摸排、
反复核实，发现有 168个村无合格
村医。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巡视
员王湘生也表示，作为我国脱贫
攻坚主战场之一的湖南省，因地
处偏远，受经济发展、交通条件和
卫生人员缺乏等影响，部分村级
卫生服务网底不健全，全省还有
1153 个村卫生室“空白村”（其中
无房无合格村医的 699个）。

王湘生表示，今年湖南省政
府工作报告将“基本消除村卫生
室‘空白村’”列为 12 项重点民生
实事之一，纳入省政府重点工作

督办事项。截至目前，全省村卫
生室“空白村”中，86%的房屋已经
开工建设，65%的房屋已经完成主
体工程，96%的村已经配备了医
生。“下一步湖南将加快配备乡村
医 生 和 村 卫 生 室 标 准 化 建 设 步
伐，确保年内全省行政村卫生机
构和人员‘零空白’。”

对此，何锦国表示，目前已明
确要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
制度保障范围之内，同时，常见
病、慢性病能够在县乡村三级医
疗卫生机构获得及时诊治。全面
落实重点传染病、地方病综合防
控三年攻坚行动。做好艾滋病、
结核病、包虫病、大骨节病综合防
治工作。同时，加强乡村医疗卫
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力争到 2019
年底前，全面消除乡村医疗卫生
机构和人员“空白点”。 （梁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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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有关负责人就《规定》答记者问

职称评审管理将有啥变化

■ 职称评审面
向全体专业技术人
才和用人单位

■考虑地区、部
门实际，赋予一定的
自由裁量权

■ 推广在线评
审，探索实行职称评
审电子证书

日前，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印发《职
称评审管理暂行规
定》（以下简称《规
定》），自2019年 9月
1日起施行。《规定》
全文共 44 条，明确
了职称评审管理的
主要规定和程序，对
职称评审的全过程
进行规范管理。《规
定》的出台是国家深
化职称制度改革、加
强职称评审管理、完
善职称政策法规体
系 的 一 项 重 要 举
措。人社部有关负
责人就《规定》有关
问题回答了记者提
问。

问：《规定》出台背景是什么，有何重要意义？
答：1986年以来，为加强和规范职称评审

工作，原人事部先后印发了《关于重新组建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有关事项的通知》《专
业技术资格评定试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在建立职称评审组织、规范评审程序、确
保评审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各类文件规定比较分散，有些政策规定已经
不能适应新时代职称评审工作需要。2016年
12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
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加强职称评审管理法治
建设，完善职称政策法规体系。

《规定》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职称制
度改革部署的重要内容，是加强职称评审管
理、完善职称政策法规体系的重要举措。作
为职称工作的第一部法律性文件，由过去分
散的政策上升为统一规定，由一般性政策文
件上升为部门规章。《规定》的出台，将从源头
上规范职称评审程序，依法加强职称评审管
理，切实保证职称评审质量。

问：《规定》的起草过程中，遵循了哪些原则？
答：我们主要把握五项原则：一是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
决策部署，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贯穿
到职称评审全过程，体现到具体规定中。二
是坚持制度全覆盖，管理全链条。职称评审
管理的实施范围拓展到面向全体专业技术人
才和各类用人单位。同时，管理服务覆盖到
评审的各个环节。三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
合。改革原有文件中不合时宜的地方，同时
保持职称政策的连续性。四是坚持原则性与
灵活性相统一。充分考虑各地区、各部门实
际，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五是坚持放管
服相结合。实行分级管理、自主评审、放管结
合，由过去政府直接组织评审转变为核准备
案和综合管理。

问：《规定》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明确了职称评审的主体。《规

定》明确，各地区、各部门以及用人单
位等开展职称评审，均应当组建职称
评审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分为
高级、中级、初级三个类别。有条件
的地区、部门和用人单位，可以组建
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

规范了职称评审的基本程序。
职称评审主要包括申报、审核、评审、
公示、确认等基本程序。一是申报、
审核，二是评议组或评审专家评议，
三是评审，四是评审结果公示，五是
评审结果确认、备案。

优化了职称评审服务。《规定》明
确，要建立职称评价服务平台，加强
职称评审信息化建设，推广在线评
审，探索实行职称评审电子证书，进

一步提高职称评审公共服务水平。
强化了事中事后监管。按照“放

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减少政府部
门对职称评审的微观管理，主要通过
事中事后的抽查、巡查，以及对有关
问题线索的倒查、复查，来确保职称
评审的公平公正。明确规定了申报
人及工作单位、职称评审委员会及组
建单位、评审专家、工作人员等主体
违反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问：《规定》有何保障申报人合法权
益的措施？

答：《规定》在规范评审程序、细化
有关要求、健全公开公示制度的同
时，进一步提出，申报人对涉及本人
的评审结果不服的，可以按照有关规
定申请复查、进行投诉，明确了申报
人在职称评审中的权利救济措施。

由分散的政策文件
上升为统一的部门规章

评审按照标准和程序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实行核准备案制度 确保职称评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