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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市近70名农村大龄一线教师
拿到了中级职称证书。

为稳定基层一线教师队伍，鼓励专业技
术人员扎根基层一线干事创业，去年下半
年，市人社局对各县（市）区进行摸底调查，
专门研讨解决农村大龄一线教师职称评定
问题。对符合以下条件的农村教师直接认
定中级职称：一是在乡、村中小学直接从事
教学工作的在职在岗一线教师(有相应的教
师资格，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合格以上)；二
是连续从事教学工作30年以上；三是截至
2013年12月31日，男满58岁、女满53岁。

市人社局副局长牛矿锁介绍，解决农村
大龄一线教师评定职称难问题，是该局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服务一线、服
务基层的具体体现。今后，市人社局还将
结合洛阳实际，制定更加科学、规范的评价
制度，职称政策要继续向一线倾斜、向农村
倾斜。

市人社局职称科科长卫欣涛介绍，今
年，我市职称工作坚持“严格标准，择优推
荐，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原则，紧紧围绕
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进一步发挥职称的激
励导向作用，创新与规范并举，管理与服务
并重，努力推动职称工作实现更高水平的
发展。

深化职称改革，完善评价体系。今年，
我市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师职称申报评审

条件，采取说课讲课、面试答辩、业务测试、
量化赋分、专家评议等多种评价方式，对中
小学教师的业绩、能力进行有效评价，确保
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扩大职称评审范围，服务民营企业发
展。今年，我市进一步加大服务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服务非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的工作力度，积极主动联系企业，通过具体
统计表格及时了解掌握其专业技术人员的
数量、流动、职称评聘、需求等方面的情况，
并在中级、高级职称评委会专家库中吸纳
一定数量的非国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作
为评审专家，充分调动非国有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外，为加强

民营经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为
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高效、便捷的
服务，针对在民营经济组织职称评定中存
在的申报渠道不畅问题，市人社局通过工
商联建立与民营经济组织之间的信息传递
联系机制。

开辟绿色通道，吸引高层次人才。经
济的发展离不开企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
高层次人才。为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经
济发展，市人社局对符合要求的高层次人才
在通过“绿色通道”考核认定时，职称外语、
继续教育不作为申报要求，并规定通过“绿
色通道”取得的任职资格与通过正常评审
取得的任职资格具备同等效力，吸引更多高

层次人才来洛工作和创业。同时，工作人员
还将到基层进行工作调研，充分征求意见，
推动职称工作改革适应企业发展需要。

简化执业资格考试审查程序，提供一
站式服务。9月，我市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
工作即将开始，为避免报考人员多个部门
奔波，提高资格审查和网上确认的工作效
率，今年，市人社局将改进工作方式，使所
有参与资格考试的相关部门集中办公，联
审联批，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帆

深化职称改革 提升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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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西工区洛阳工业园区的洛阳世必爱特种
轴承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检验即将出口欧盟的回
转驱动轴承，这批出口产品共有2000套。

该款特种轴承是洛阳世必爱公司新开发的太阳能
光伏发电行业的自动逐日跟踪系统关键部件。有了
它，太阳能光板可以自动“追”着太阳转动，使太阳能光
伏发电效能提高30%至40%。

该公司年产 2 万套特种轴承，80%的产品出口海
外。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王哲 摄

洛阳世必爱公司：八成产品销海外从事招商工作以来，我最大的感触
就是换位思考。客商之所以选择投资，
归根到底是为了赢利。我们在招商时，
不仅要关注这个项目对洛阳有什么好
处，还要考虑客商需要什么、我们能提
供什么，通过软硬环境的整体提升，提
高招商成功率。

掌握洛阳产业现状要系统全面
去年 6 月，在我市举办的智慧洛阳

顶层设计启动发布会上，我结识了很多
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专家、企业家。到
环渤海区域从事招商工作后，我再次拜
访了这些企业，受益颇多。

招商是个系统工程，是全市的统一
部署。我市的招商重点产业包括铝工
业及新材料、轴承及高端装备制造、锂
离子电池及电动汽车、现代中药及生物
制药等。作为一名专业的招商人员，我
还要认真了解和掌握洛阳市市情，更要
对洛阳各个产业的发展现状了如指掌，
只有这样，在与企业对接时，才能向他
们展示我们的优势，并根据他们的布局
需要提供可行的方案。

驻地招商要建广泛人脉圈子
驻地招商，建立广泛的人脉圈子是

关键。除了亲戚、朋友的介绍，我们大
多是通过媒体搜寻线索，或者参加行业
活动，接触一些企业。

通过这些途径，我们接触的往往

是企业销售部门负责人或者最多是中
层领导，在向他们介绍了洛阳的情况
后，他们很难将我们的招商意向传递给
公司的上层。这时候大员上阵就尤为
重要。我们先筛选出符合我市产业发
展需要的目标企业，由我市的“大员”
出面与企业高层对接，往往可以提高招
商成功率。

另外，发展人脉还需开放思想，创
新方式。比如在北京的中关村有个科
技企业家协会，是一个由北京地区民营
科技实业家本着自愿原则组织的非营
性社会团体。南方某个城市专门派出
十几名工作人员，常年进驻科技企业家
协会办公，与当地的企业家进行最直接
的接触，增加了双方的信任，也对当地
招商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洛阳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在资
源、环境等硬环境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但在软环境方面，比如我们为企业提供
的服务，为产业发展提供的人才、金融、

科技平台等方面，还需要通盘考虑、整
体提升，把做好服务客商工作贯穿于

“招商时”和“投资后”。

鼓励企业“以商招商”
洛阳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产业门类

相对齐全，产业发展有基础、有优势、有
潜力，但产业集中度和集聚度仍然不
够。所以，我们提出产业链招商，增强开
放招商的针对性、导向性。这个时候如果
发挥本地企业优势，鼓励企业参与招商，
围绕龙头企业补链条、补短板，“以商招
商”也未尝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家们对我
市产业发展的现状、对本产业的发展
前景有更深入的了解。让企业参与招
商，不仅有利于他们走出洛阳、走向全
国，学习国内先进企业的经验，更有助
于优化我市产业布局，推动本地企业做
大做强。

本报记者 李迎博 整理

市工信局曹磊：

把服务贯穿于“招商时”和“投资后”
招商人员简介

曹磊，市工信局信息化工作
办公室通信管理科科长，我市驻
环渤海招商组招商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