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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邓 菡）
全国 42所具有不同学科及

地域特点的高校于近日发

起成立全国乡村振兴高校

联盟，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理事会于2021年12月30

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

联盟的成立得到了农

业农村部、教育部、科技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委的

指导和支持，联盟旨在充分

发挥成员高校学科、人才、

技术等综合优势，合作互

助，打造服务乡村振兴高端

智库和协同创新平台，助力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实现。

联盟由全国 42 所具有

不同学科及地域特点的高

校共同发起成立。在第一

届理事会上，经 42 所成员

高校共同推选，中国农业大

学当选为理事长单位，中国

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当选

联盟首任理事长，浙江大

学、武汉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

中农业大学担任副理事长

单位，联盟秘书处设在中国

农业大学。理事会表决通

过了《全国乡村振兴高校联

盟章程》。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

桃林在致辞中表示，农业、

科技、教育工作使命光荣、

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高校

在教学、科研、人才、学科发

展、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

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和优势，

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联

盟成员单位要胸怀“国之大

者”，将服务乡村振兴作为

首要任务；要发挥资源优

势，推动解决重大问题；要

扎根乡村基层，为乡村振兴

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撑。希

望联盟抓住机遇、勇担使

命、胸怀远大、脚踏实地，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农业科

教力量。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联

盟理事长孙其信表示，高等

学校要把全面支撑和服务

乡村振兴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

力量，以服务乡村振兴的一

流成效检验和推动一流大

学建设。联盟将聚焦四大

主要任务：提供智库服务、

培养培训人才、开展乡村振

兴实践、搭建成果转化平

台。希望联盟凝心聚力、开

拓进取，产出一批服务乡村

振兴的重大成果，发挥联盟

在服务乡村振兴领域的重

要作用，推动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作出高等学校的新贡献，

以服务乡村振兴的新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代

表，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

邬小撑，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副校长房玉林，南京农

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华

中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姚江林以线上发言

的形式纷纷表示，将以开

放合作的姿态加强协作，

积极拓展人才、技术、成果

等方面的合作交流，齐心

协力为联盟的相关工作提

供大力支持和服务，为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

记姜沛民对联盟的成立表

示祝贺，他表示，联盟的成

立是高等学校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农

林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搭建了共享平台。中国农

业大学作为理事长单位，

将充分调动学校资源，在

人员配置、办公条件、运行

经费等方面大力支持联盟

的发展。希望联盟成员单

位齐心协力，一起为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提高亿万农

民 生 活 水 平 和 思 想 道 德

素质、促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为巩固拓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与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作 出 新 的 更

大贡献。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

司长晁桂明表示，联盟的成

立将汇聚更多高校帮扶力

量，为高校组团式帮扶、更

好服务乡村振兴创造良好

条件。希望联盟要坚持服

务中心工作、贴近一线需

求、坚持效果导向，出主意、

下力气、见行动，把党建、科

技转化、创新创业、立德树

人、劳动教育、教学科研等

高校要素融入乡村振兴，形

成一大批理论实践和创新

成果。

2021年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人才流动便利度”专场
新闻发布会近日举行，本市将对持“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中
境外职业资格的专业人才提供“3+2+1”的支持政策。符合条件
的纳入本市人才引进和工作居住证办理范围。

北京全球引才

“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发布
82项资格涵盖10个急需专业领域

本报记者 许 卉

牵头成立
全国乡村振兴高校联盟

中国农业大学

全国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于2021年12月30日在中国农
业大学召开。图为相关与会人员合力为联盟揭幕。 欧阳永志 摄

首批认可82项境外职业资格

为提高人才流动便利

度，助力首都优化营商环

境，吸引境外高水平专业人

员来京创新创业，北京积极

探索国际职业资格认可工

作，发布《国家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

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职

业资格认可目录（1.0 版）》

（以下简称《目录》）。

《目录》首批认可 82 项

境外职业资格，涉及金融、

教育、科技服务、体育运动、

互联网信息、文化旅游及娱

乐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

康服务、现代农业、建筑与

工程服务等 10 个北京经济

社会发展急需专业领域，如

金融分析师、精算师、软件

开发人员、滑雪教练等职业

资格；覆盖美、英、德、法、新

加坡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

按照国际惯例，职业资格是

对专业人才在学识、技术、

能力方面的认可，是求职、

创新创业和单位聘用的主

要依据。

出台3项便利举措

对持有《目录》中境外

职业资格的外籍人员，其境

外从业经历可视同境内从

业经历；在办理工作许可业

务时，不受学历、学位、工作

经历限制，年龄可放宽至65

周岁（高精尖产业领域可放

宽至 70 周岁）；在办理出入

境业务时，可办理有效期 5

年以内的多次签证或居留

许可，符合条件的纳入办理

永久居留便利通道，口岸签

证政策恢复后可向公安机

关口岸签证部门申请口岸

签证。

给予2项人才保障

对 持 有《目 录》中 境

外职业资格、与在京单位

建 立 人 事 劳 动 关 系 的 中

国籍人员，符合条件的纳

入 本 市 人 才 引 进 和 工 作

居住证办理范围。此外，

对 持 有《目 录》中 境 外 职

业资格的专业人员，本市

相 关 行 业 部 门 在 创 新 创

业、人才培养、社会保障、

评 价 激 励 等 方 面 给 予 支

持和保障。

搭建1个查询平台

境外职业资格证书多

数由境外机构颁发，真实性

鉴别较为困难，需在境外颁

发地和使领馆分别公证和

认证，耗时长且费用高，需

30 至 90 个 工 作 日 、花 费

1000 至 2000 元人民币，成

为国际专业人员来京工作

的障碍。为此，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北京外

企人力资源公司搭建了首

个省级境外职业资格查验

服务平台，通过境外网站、

邮件、电话等渠道，对《目

录》中境外职业资格免费

查验，查验时间缩短至 5至

30 个工作日，验证结果可

作为单位用人、办理工作

许可和停居留、人才引进等

的重要依据。

据了解，一位来自朝阳

区跨境电商高新企业的员

工，成为本市首位通过这项

便利政策，成功办理北京市

工作居住证的专业人员。

目前，本市已为74家企业提

供93人次的证书查询服务。

《目录》将不断升级完善

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录》向世界释放了北京

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国际专

业人才的重要信号，吸引和

鼓励相关专业领域国际专业

人才来京工作，并为用人单

位全球寻访专业人才提供了

指导。下一步，市人社局将

会同相关部门，根据需要对

《目录》升级完善，不断扩大北

京境外职业资格查询验证服

务平台的影响力，推动验证

结果在更多行政服务事项中

的应用，为国际专业人才提

供更多高质量的便利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