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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姜琳）职称评审，事关8000万专业技术
人员聘用、考核、晋升等重要方面。10月以来，各地进入职称评审高峰期。
评审信息如何查询？今年有何新变化？不在国企或事业单位能申报吗？

27个职称系列如何划分？评审信息怎么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国家层

面，我国共设有经济、工程、卫生、出版等27个职称系列，由职称评审委员会
按照评审标准和程序，对专业技术人才品德、能力、业绩进行评议和认定。

职称评审结果一般分为高级、中级、初级三个层级，但具体到不同专
业，职称名称又有所不同。

为挤压虚假职称证书生存空间、为人才跨地区流动提供便利，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开通了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以及全国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系统，各部门、单位和个人均可登录进行查询核验。

大家可通过www.12333.gov.cn网页、手机12333客户端、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户网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进行登录。

今年职称评审有何新变化？
今年以来，多地探索将大数据等新职业纳入职称评审范围，同时围绕

特色产业、重点产业链设立特色评审专业，持续发挥职称评价“指挥棒”作
用，加速赋能产业发展。

北京2024年增加集成电路、量子信息、虚拟现实、网络安全、大数据
等8个职称评审新专业。安徽突出数字企业用人主体地位，授予龙头、链
主企业人才职称自主评审权。

不少地方推出改革举措，不断优化流程，畅通职称评审渠道。
天津近日发布新规，来津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可不受原有专业技术

职称和任职年限的限制，根据其在国外的工作经历和学识水平直接申报
相应职称。在广东，超1000名家政服务人员通过乡村工匠家政专业人才
评审取得职称证书。

在推动“立新标”、放权松绑的同时，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职称评审监管。
针对职称评审过程中易发多发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不久前发布

《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聚焦3类重点人群和2类重点单位进行监管。
多地按照办法要求开展职称评审、考试、发证和收费等清理规范工

作，查处中介等社会机构进行虚假宣传、假冒职称评审、制作贩卖假证等
违法违规行为。

不在国企或事业单位能申报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上述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职称评审进一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不断畅通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渠道。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职称工
作的通知”，非面向单位、系统内部组建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均向民营企业
平等开放。

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可在创业孵化基地、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
区等地设立的职称申报受理服务点，或通过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工商联、
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等社会组织进行职称申报。

经批准离岗创业或到民营企业兼职的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企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3年内可在原单位按规定申报职称，其创业和兼
职期间工作业绩作为职称评审的依据。

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被派驻外地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可按有关
规定在派驻地申报职称评审。

符合条件的自由职业者，可根据属地原则申报参加当地人社部门组
织的职称评审。

新华社天津10月9日电（记者 周润健）“细雨成阴近夕阳，湖边飞阁
照寒塘。黄花应笑关山客，每岁登高在异乡。”猜一猜，这首诗说的是哪一
个节日？谜底是：重阳节。

这首诗的作者为明代诗人王灿。此诗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以细腻的
笔触描写出了重阳节的景象，特别是异乡登高，满目黄花，让人生出淡淡
乡愁。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到底缘何叫“重阳”？历史学者、天津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古人以“九”为阳数，日月逢九，两阳相重，名曰“重
阳”，又称“重九”“双九”，或“九九重阳”。

重阳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究竟始于何时？罗澍伟认为，“重
阳”一词或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虽未形成节日，却有登高的风俗，
意在崇拜山峦，以消祸避灾。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这样的
思维逐渐淡化，求愉悦和祈增寿等“宜于长久”的意识日益加强。

魏晋以后，“重阳”的节日气氛渐趋浓重，到唐代形成民间节日，或登
高望远，或舒展筋骨，或啸咏骋怀。唐代诗人王维更是写下了“遥知兄弟
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千古名句。登高、赏菊、插茱萸等民俗内涵也
日益丰富，并沿袭至今。

重阳节后，天气日渐寒凉，草木凋零。为告别春夏的勃勃生机，迎接
秋收冬藏，明清时期又出现携酒至城郊痛饮的风气，与阳春三月的“踏青”
相对应，谓之“辞青”。

时至今日，重阳节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老人节”。重阳节为何又叫
“老人节”？罗澍伟说，“九”作为阳数之极，又被称“极阳”或“老阳”，“九
九”与“久久”谐音，意味着长久、高寿。因此，从1989年开始，我国把每年
的重阳节定为“老人节”“敬老节”。

2013年7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更是明确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这标志着重阳节在国
家层面获得认可。今年重阳节是我国第十二个法定老年节。

“中国传统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核心是晚辈对长辈的‘孝’，所以
在过好新时代传统节日的同时，我们还应承担起延续中华文化记忆的责
任，把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罗澍伟说。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张昕怡 白瑜
李紫薇）一处设计温馨的现代化园区内，在孩童的
欢声笑语中，老人们聊天、散步，怡然自得……像
这样“一老一小”和谐共处的“老幼共托”新场景，
在一些城市越来越多。

当前，不少幼儿园遭遇“入园难”变“招生荒”
的经营困境。部分民营幼儿园瞄准养老服务，“老
本行”和“新趋势”一起抓，“老幼共托”应运而生，
也成为解决“一老一小”照护难题的新答案。

◣◣““老幼共托老幼共托””模式渐兴模式渐兴
从去年开始，招生越来越难，经营着11家幼儿

园的小金牛教育集团董事长于波不停思考出路。
“我想过直接关门，但手底下还有300多个员工，最
长的跟着我们干了21年。”于波说，他得“活下去”。

多番考量后，于波决定转型做养老机构。5月
下旬，位于山东济宁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正式
运营。上午养生休闲，下午书法绘画……老人和
孩子一样有了“课程表”。

“运营以来，已有60多名老人加入‘托老所’。”
小金牛教育集团总园长崔瑾说，进园后右转是幼
儿园，左转是“托老所”，老人和孩子在同一空间活
动，“托老所”提供休闲兴趣、智慧养老、膳食餐饮
等服务。

在全国范围内，类似尝试正在进行。所谓“老
幼共托”，是将托老与托幼服务相融合，通过在同
一空间下进行老幼照料、代际学习和互动交流，缓
解家庭对于“一老一小”的后顾之忧。

在山西，原小雨点幼儿园坐落在太原市柳巷。
现在，这里中午为孩子提供“小饭桌”和午休服务，
上午和下午变身老年活动中心，迎来上兴趣课的老
人。负责人李秀玲介绍，兴趣课包括舞蹈、模特、书
画等，由本地一家中老年教育机构的老师授课。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在深圳航城
街道三围社区长者服务站，几名老人一边使用远
红外理疗仪灸腿，一边用话筒唱歌；旁边就是深业
幸福家航城街道托育园。

深圳航城街道三围社区长者服务站和深业幸
福家航城街道托育园同在一栋建筑内，两个空间
相通相融。养老网点为老人提供短期托养、康复
训练、助餐助浴、老年大学、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
务；托育园为0至3岁的孩子提供全日托、半日托、
科学育儿亲子课等服务。

类似“老幼共托”新模式不仅适用于幼儿园转
型，在新生人口数量保持一定增长的大城市，也有
助于提升空间利用效率、满足代际融合需求、减轻
老人带娃压力。

◣◣希望与挑战并存希望与挑战并存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共有幼儿园

27.44万所。对比2022年的数据，全国幼儿园减少
1.48万所，在园幼儿数量减少534.57万人。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23年新增注册9.2万
余家“老幼共托”相关企业，同比上涨20.3%。

在于波等人看来，托幼行业正经历寒冬，托老则
是一片蓝海，部分幼儿园转型“托老所”优势明显。

于波说，招生情况不好的幼儿园大多位于年
轻人较少、生育率较低的老城区，这里恰好是老年
人聚集区，幼儿园多年经营的声誉和口碑能吸引
稳定客源。

记者在于波的机构采访发现，园内老人除周
边社区居民外，更多的是孙子孙女在小金牛幼儿
园上学、与幼儿园有“渊源”的老人。

34岁的幼师黄冉坐在老人身边，唠着家常，不

时添茶倒水，逗得老人们开怀大笑。在她看来，幼
师群体往往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托老与托幼具
备一定相似性，如果个人意愿强，转型成为养老护
理员并非难事。

同时，代际融合的需求切实存在。“我早晨把
外孙送到托育园，就可以在长者服务站活动。解
放了自己，孩子又有专业的老师来照看。”68岁的
深圳退休职工刘彩玲（化名）笑着说。

深业幸福家航城街道托育园园长吴璇拿着
《“一老一小”代际融合手册》告诉记者，“我们在多
个方面探索代际融合，比如园内的各种设施让老
人可见；组织祖孙同乐活动、祖孙茶话会、祖辈课
堂等互动活动；在‘六一’或重阳节等节日，也会组
织孩子去看望老人，通过一起画画、游戏，让‘老小
孩’与‘小小孩’收获快乐。”

挑战也同时存在。
业内人士认为，“老幼共托”中的养老部分具

有较强专业属性，需要专业人才对老年人进行心
理和身体的双重照料，机构运营也更精细化、专业
化。目前，能同时照顾老年人和儿童的复合型专
业人才远远不足，现有护理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
无法满足高质量养老托幼服务的需求。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老幼共托”机构的盈利
模式仍有待市场检验；“老幼共托”机构持续升级，
如向医养结合或智慧养老等方向发展，或将成为
选择。李秀玲也表示，目前仅靠老年大学课程收
费收益很低，机构后期可能会通过组织旅行、举办
活动等服务老人。

◣◣需总结经验需总结经验、、持续创新持续创新
从业者认为，“老幼共托”新模式打破固有隔

阂，实现“一老一小”资源共享与代际交流，是对既
有社会服务与照护模式的创新探索，也是积极应
对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的务实举措。

深圳健康养老学院院长刘鸫根表示，我国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建立“机构、社区、居
家”一体化的链式医养模式是提高养老服务质效、
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幼儿园转为‘托老所’并不简单，二者虽有
共通之处，但功能仍有不同，需要持续创新，进行
精细化管理。”于波说，眼下老幼一体化试点刚刚
起步，仍需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持续优化方法。

为促进“老幼共托”新模式健康发展，业内人
士建议，要加快完善制度建设，针对养老托育融合
服务体系的规划、建设、保障、监管等制定政策、设
置体系标准，明确各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

有专家表示，在不少幼儿园关停、幼师面临职
业转型的当下，应结合行业发展动态，整合医疗、
养老和教育资源，优化学校专业课程设置，通过开
展教育培养、职业培训、深化校企合作等方式，培
育更多“护理+托育”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满足“老
幼共托”模式推广和发展的需求。

山东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祝晓书等受访专
家也提出，要进一步平衡老幼需求，提升创新能
力。比如，优化“老幼共托”场所的空间设置和代
际互动活动设计，注重多功能性和灵活性，确保设
施和服务满足不同个体的多样化诉求。

此外，可建立有效的沟通和评估反馈机制，定
期收集老年人、儿童及其家属的意见，及时调整服
务内容和方式。引入数字化、智慧化服务，精准匹
配老幼群体需求与供给，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推动
社区参与共建，提升服务的多样性和便捷性。

10月9日，
在山东省临邑
县德平镇，农户
在晾晒刚收获
的玉米。

金秋十月，
各地的农作物
逐渐成熟，农民
抢抓农时忙秋
收，田间地头处
处好“丰”景。

新华社记
者 徐速绘 摄

职称评审进入高峰有何新变化？

农历九月初九
缘何叫“重阳节”？

“老幼共托”新模式渐兴，前路几何？

金秋好金秋好““丰丰””景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