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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

没有最好的教育
只有最适合的教育
文/本报记者 徐洁 片/本报记者 王鸿光

上职教也可以

读到“博士”

齐鲁晚报：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要“建立职业技术学
校分类分级制度”，这是否意味
着构建开放兼容、上下贯通的
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启
动？

齐涛：应该说，2012年职业
教育改革是我们确定的重点突
破的工作之一。

职业教育的发展，尽管外
部环境越来越好，但仍然存在
着两个认识误区：一是把职业
教育定位在专科及以下层次，
本科及以上基本不提职业教育
的事；二是把职业教育当做一
个独立类型来看待，与普通高
等教育相对立，这样在很大程
度上将职业教育封闭化了。

针对这两大误区对职业教
育发展的影响，今年我们计划
做的一项重要事情就是，打破
层次界限，构建符合发展趋势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使之上
下贯通，左右兼容。

所谓上下贯通，是指职业
教育从中职到高职，再到本科，
到硕士、博士都应该是上下贯

通的。当然，这儿说的硕士、博
士主要是指各种专业学位的硕
士和博士。所谓左右兼容，是指
职业院校可以兴办职业教育，
其他各类学校也可以并且应该
兴办职业教育。

普通院校

认可高职学分

齐鲁晚报：这一职业教育
体系很令人鼓舞，但如何能够
有效地实现上下贯通、左右兼
容呢？

齐涛：要构建真正意义上
的职业教育体系，学分制的改
革将是一个关键点。

比如职业教育上下贯通的
问题，可以通过“学分银行”来
实现。一个学生在职业院校应
该是可以间断性地修习学分，
完成了几个学分后，可以去工
作，之后想提高，可以再回来继
续进修，过去在学校获得的学
分仍然被承认，甚至在工作岗
位上的实践也可以换算成学
分。

学分的互认也是一项重要
的改革内容，要建立科学的学
分认可制度。比如，专升本考试
可以通过学分互认来帮助解

决。再比如，本科院校可以认可
高职高专的学分，高职可以承
认中职学校的学分，由此打通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界限。

很多职校

在为“生存”而招生

齐鲁晚报：每年中考、高
考，有个现象仍然很突出：能上
高中就不选职业学校，能上本
科就不上高职，您如何看待这
种现象？

齐涛：这种现象是很普遍。
我们经常说，让我们的孩子接
受更好的教育。但“更好”往往
被理解为更高，也就是学历越
高越好。但从我们教育主管部
门，从校长的眼睛看，每个孩子
都是最好的，但每个孩子又是各
不相同的，学生之间只有差异，
没有优劣之分。有的孩子适合开
车床，有的孩子适合做厨师，
有的孩子适合搞高科技。我
们应该承认这种差异、承认这
种现实，不能一味地追求所谓

“更高更好”的教育。
我认为，基础能力建设薄

弱、社会对职教认知度不高和
体制障碍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
存在的三大问题。

这三方面的基础能力不
足，有历史欠账的原因，但也有
职教的办学定位问题，很多职
业学校是在为“生存”而招生，
无暇顾及职教的改革，无力进
行基础能力建设，从而导致了
职教发展的恶性循环。

春季高考

拟增本科招生计划

齐鲁晚报：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建立知
识加技能的春季高考制度”，春
季高考吸引力何在？

齐涛：“多考多取”是将来
高招录取的一个趋势，比如夏
季高考、春季高考、联考等多种
考试渠道。

春季高考可以让许多孩子
多拿一份通知书，实际上是在

“多考多取”上走出的第一步。
知识加技能的春季高考，其

吸引力将会慢慢变大。春季高考
对理论知识要求相对容易。今
年，我们准备把招生计划再调整
一下，把一部分职业技能类的本
科招生计划调整到春季高考，比
如有的学生夏季高考考不上本
科，但通过春季高考有可能考
上适合的本科高校。

本报济南2月19日讯(记
者 张璐) 20日下午2：30

至 3 ：3 0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96706216、官方微博(http：//
weibo.com/qlwb)以及省两会
微话题(http：//t.cn/zOLPpse)，
将同时面向社会征集根治问
题食品的建议和意见。两位
省政协委员届时也将做客本
报，倾听来自社会各界的声
音，丰富充实提案内容。

18日下午，在政协分组
讨论现场，经济界政协委员
吕黎枫提出，山东食品安全
问题应该加强监管，这一话
题引起委员们的强烈反响。
与会委员建议，小组的委员
们联合起来，以小组为单位
形成根治问题食品的“重磅
提案”提交大会。

这个提议得到讨论小组
的广泛支持并被现场采纳。

本次两会期间，一份由60多位
委员集体酝酿的“重磅提案”
将被正式提交两会。

为更广泛采纳社会各
界的意见和建议，应本报邀
请，“重磅提案”的两位主笔
委员吕王柏华、吕黎枫将做
客本报，接听热线，采纳合
理可行建议，充实提案内
容。如何根治问题食品，期
待您的参与。

本报济南2月19日讯(记
者 李钢) 在今年的省两
会上，省政协委员、省医科
院研究员姜国胜提交提案，
建议我省尽快完善食品卫
生地方标准。

“在国外，国标之外往
往还有标准更加高的地方
标准、企业标准作为补充。”
姜国胜说，我国的新食品安

全法也规定了，没有国标的
产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
组织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

“但是，在我省食品安
全标准体系中，地方标准和
企业标准相对滞后，甚至在
食品餐饮监管等方面无标
可依，需要参考省外的地方

标准。”姜国胜摇了摇头说，
“像地方特色的食品种类，
更是缺乏省内统一标准。”
因此，他建议尽快完善我省
食品卫生地方标准。

为了尽快完善我省的
食品卫生地方标准，姜国胜
建议，首先进行项目征集，
然后专门立项进行研究确
定。

根治问题食品，请您来献计
今日下午2：30-3：30，政协委员通过本报热线96706216征民意

省政协委员、省医科院研究员姜国胜：

应尽快完善食品卫生地方标准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职业教育的改革与

发展被写入。而随着山东

教育规划纲要的全面实

施，职业教育被推到了“台

前”，2012年也将成为山东

教育的“职教年”。对此，山

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有着

怎样的解读呢？

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资料片）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省教育厅厅长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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