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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元免试评定”“专属通道，不过
保退”……多地密集开展职称评审工作
之际，一些中介机构声称可以提供“一站
式”“一对一”职称代评代办。对此，人社
部门提示：职称评审有着规范程序和标
准，代评包过是骗局要小心。

零材料申报？没戏！
河南的王先生在某网站看到职称代

办信息后，付了1万多元购买中级经济
师专业职称评审服务。“客服说考试、发
表论文、申请专利等一价全包，证书在当
地人社局可查。最后又说办不了，还不
肯退费。”王先生说。

人社部门表示，谎称有“内部渠道”、
承诺“全程代办”，最终拒不退还高额收
费，是典型的欺诈行为。有些机构还制
作虚假职称证书和虚假查询网站，通过
假证信息“挂网”实施欺诈。

多地人社部门声明，从未与任何第
三方代理机构或个人合作，或委托其开
展任何形式的代办、咨询职称评审等活
动。申报职称，应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
料并按程序规范评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曾印发
通知，要求卫生、中小学教师、工程、艺术
等实践性强的职称系列不将论文作为职
称评审的主要评价指标。技术推广、高
质量专利、智库成果、文艺作品、教案、病
例等业绩成果均可作为代表性成果参加
职称评审。

专家表示，尽管职称评审要求减少

学历、奖项等限制性条件，合理设置论文
和科研成果要求，但这不等于“不需提供
业绩贡献直评”，也不等于“无需通过资
格考试即可办证”。

材料造假、暗箱操作？严查！
记者在网上查询相关信息发现，不

仅有中介公司提供“一条龙”代评服务，
还能看到诸多有偿代发论文、购买学术
成果等广告及付费链接。

在知名购物网站“某宝网”上搜索
“论文”二字，立即会出现大量“职称论
文”“投稿评职称”等链接，其中相当一部
分付款人数为“5000＋”。从购买评价
看，这些店铺售卖的均为论文代写代发
服务，并按照参评职称等级、期刊类型、
发表时限收取不等费用。

那么，买来的论文有风险吗？
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曾多次下发

通知，严厉打击职称评审工作中的论文
代写代发、虚假刊发等违纪违规行为。
按照规定，对于抄袭、剽窃、不当署名等
学术不端行为，撤销取得的职称，并记入
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库。

今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
的《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再次明确，
申报人应对本人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诚
信承诺，承诺不实、弄虚作假的3年内不
得申报评审职称，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
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此外，办法还将行业协会、学会等社
会化评审机构列入监管对象，并将可能

涉及的垄断申报渠道、操控评审结果、高
额收费、与评审专家及工作人员勾结谋
利等行为作为监管重点。

人社部门提示，职称是对专业技术
人才职业道德、专业能力、技术水平等的
评价，参评人应依法依规，不要冒险走捷
径，最后可能得不偿失。

自由职业者能参评？可以！
目前我国共有27个职称系列，涉及

约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正规的职称
申报渠道是什么？一般情况下，由用人
单位对申请人业绩情况进行审核、公示、
推荐申报，按规定程序逐级报送相应评
审机构。

近年来，为激励各类人才创新，我国
职称评审范围不断扩大，实现了向非公
领域和高技能人才延伸。民营企业人才
参加职称评审不再有障碍，高技能人才
也打破了学历、身份等条件限制，有了参
加职称评审的通道。

自由职业者能参评吗？答案是肯定
的。符合条件的自由职业者也可根据属
地原则，申报参加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
职称评审。

例如“关于开展2024年度北京市职
称评价工作的通知”明确，近1年在北京
地区舞台影视、美术、动漫游戏、文学创
作、工艺美术等专业领域工作、符合条件
的自由职业者，经正规行业协会推荐即
可参加职称评价。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我也想停下来喘口气，可谁能来搭
把手呢。”家住陕西西安的李秀娥今年
74岁，常年无休照顾因病卧床的老伴。

我国目前有约3500万失能老年人，
占全体老年人的11.6%。据测算，到
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5800万左右。
如何走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局？

过不上的“平常日子”
每天早上7点起床，帮老伴擦脸洗

漱，做完饭自己顾不上吃就得给老伴喂
饭，抽空还得洗衣服、打扫卫生。十几年
来，李秀娥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2010年10月，老伴赵天权突发脑
梗，瘫痪在床。儿子在外地工作，照顾老
伴的任务落在李秀娥一人身上。

“我们也想找个保姆，但每月得给
6000元以上，请不起。家里开销全靠老
伴4000多块的退休金。”李秀娥有些无
奈。

身体上的辛劳只是一方面，照护者
的心理问题也不容小视。

前不久，《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
小时照护者》的文章在网上刷屏，北京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文中自
述：“十几年如一日地干这个事，你真的
非常容易焦躁。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
问题，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

有研究数据显示：30%到40%的阿
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照护者患有抑郁症或
面临情绪压力，58%的照护者身体状况
比同龄人更糟糕。

将失能老年人送到养老机构交由专
业护理人员集中照护，是不少家庭的选
择。

据民政部介绍，截至今年第二季度
末，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41万

个，其中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6.9
万个，与2019年相比分别增加了1倍、
1.2倍。数据显示，养老机构收住的老年
人中67%为失能老年人。

然而，即使老人住进养老机构，家人
有时也无法安心。近年来，一些地方曝
出养老机构发生虐老事件，给人们敲响
了警钟。

今年4月，山西曲沃警方通报，当地
某养老院护工多次殴打服务对象。今年
重庆市江津区法院审结了一起养老机构
护理人员虐待被看护人案。这些虽是极
端个例，却易影响人们对养老机构的信
任。

对于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而言，居
家养老、机构养老各有各的难，“平常日
子”难再得。

亟待破解的三个难题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失能老年人居

家养老、机构养老出现各种各样问题，关
键在于三个难题。

——“钱从哪里来”。近年来，我国
建立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明确
对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家
庭养老支持服务。

截至目前，各省份均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明确类似规定。例如，陕西对具有
本省户籍的城乡低保家庭中60周岁及
以上的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给予
每人每月200元补贴。北京为失能、失
智和高龄老人等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每
周一次入户探访、每月免费理发一次等
基本服务。

然而，现有社会救助和福利保障对
象主要集中在特困老年人以及部分经济
困难的失能老年人，保障范围较窄、标准
不高；加之不少老年人经济条件较差，难
以自费承担养老服务。

——“人从哪里来”。家住北京的周
雯最近陷入“有钱难办事”的困境中。为
了照顾半失能的奶奶，周雯家请过一名
家政人员，每月花费12000元。“就这样
还留不住人，不少人都怕麻烦。”周雯说。

当前，养老护理员数量不足、素质参
差不齐、结构层次不合理现象在全国范
围内都较为突出。据测算，当前我国对
养老护理员的需求达600多万人。然
而，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2年，各
级民政部门共培养培训养老护理员248
万人次；人才缺口较大。

一面是总量少，一面是“转行”多。
民政部门数据显示，由于养老护理人员
职业认同感较差、工资待遇偏低等原因，
养老护理员年流失率达30%以上。

——“监管如何管”。相较于健康的
成年人，失能老年人身体条件和认知能
力相对不足。老人在养老机构或家中遭
遇虐待，往往很难被发现。

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养老服务
综合监管体制机制，县级以上地方政
府民政部门负责区域内养老机构的指
导、监督和管理，住建、市场监管、消防
等其他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对养老机构实
施监督。

然而，在实践中，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有待健全，监管合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基层监管执法人员普遍存在人手不足、
手段滞后、经费保障不到位等问题。

破困局需多角度发力
今年1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
见》提出，拓展居家助老服务，优化老年
健康服务，完善养老照护服务。

“支持护理型床位建设”“支持有条
件的养老机构针对认知障碍老年人特
殊需求，增设认知障碍照护专区，提供

专业照护服务”……民政部等24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养老服
务消费 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若干措
施》，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

当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行长期护理
保险。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研究结果
显示，成都市长护险的实施，至少降低了
失能老人家庭照料经济负担的44.31%，
失能老人生存时间较未享受人群增加
2.08年。

专家建议，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长护险的试点范围，做好
全面实施的准备。

我国养老护理服务正走向专业化，
养老服务人才是支撑养老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因素。业内人士建议，通过加
强专科护士与健康照护师培养，带动护
理水平全面提升，让更多老人享受到专
业、高效的护理服务。

天津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王淑洁建
议，进一步完善职业认证标准和补贴机
制等。还有业内人士建议，出台相关政
策举措，支持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
服务人才供给不足地区与劳务输出大省
开展劳务协作，促进养老服务人才跨地
区有序流动。

要确保老年人放心、安心养老，必须
持续加强养老服务质量监管，更好维护
老年人合法权益。王淑洁建议，加强常
态化监管，对养老护理员设立准入和“黑
名单”机制。

“当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种类愈加
多样，服务数量也不断增长。”中国老年
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社区居家养老分会副
会长郑志刚建议，加强养老服务标准体
系建设，发展助餐、助洁、助浴、助行、助
医、助急等居家上门服务，为失能老人提
供有质量的养老服务。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3500万失能老年人：

如何摆脱“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困局？

零材料申报、代评包过？小心职称骗局
（上接02版）

继2008年、2016年两次成功举办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
秘鲁将第三次主办这一重要会议。3
次会议的主题从“亚太发展的新承
诺”，到“高质量增长和人类发展”，再
到今年的“赋能、包容、增长”，充分展
现出秘方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坚强决心，有力
发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利马声
音”。中方坚定支持秘方办会，愿同
秘方密切配合，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
果，在亚太合作中留下新的“利马印
记”，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贡献。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
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秘鲁纳斯卡文明的巨大地画，身在其
中者迷，唯有居高者方能窥其全貌。
中国也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自
缘身在最高层”。中方愿同秘方一道，
坚持登高望远，从历史长周期把握世
界大势，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
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
济全球化，共同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携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拉美朋友常说，“没有勇气的人，
永远不会攀山渡海”。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中方愿同秘鲁朋友一道，同心
所向，跨越山海，驾驶中秘友好之船驶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