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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04 调 查

高考临近，各大职业技术学校也到了招生旺季。近几年来，技校生源逐年减少，据统计，2010 年聊城全市技校在校生达 36184
人，2011 年下降到 28072 人，锐减了 8000 多人。今年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技校生源减少超过了 30%。

技校生源缘何逐年减少？“技工短缺”、“用工荒”等词汇频繁见诸媒体，为何愿意去学技术、做技工的年轻人越来越越少？本报
记者走访调查，推出这组报道，来探寻技校的招生困境。

样本调查

一所老牌技校的招生困境
本报记者 刘云菲

5 4 年历史的聊
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是山东省首批建立
的九所市地技工学
校之一。作为本地知
名的技校，也备受生
源减少的困扰，让招
生人员发愁。

面对生源减少
的大环境，这所老牌
技校尚且压力重重，
其他技校的处境可
想而知。

排队报名的场景
不见了

5 月 17 日上午，一个阳光明媚
的早晨。聊城市高级技工学校招生
就业处处长王伏虎坐在学校外面的
简易房里。这里是学校的报名点，为
方便学生报名，特意设在学校外面。

虽是简易房子，报名点的空间
却不小，王伏虎一个人坐在这里，偌
大的房子显得有些空旷。他手头的
办公用品也比较简单，一个水杯，几
本学校的宣传页，一份报名登记表。
本该是招生旺季，但报名的人却不
多。大约一个上午，有两位家长给孩
子报名，而这两个名额都是扶贫政
策下的免费名额。

13 年的招生工作下来，王伏虎
对生源变化有明显的感触。“ 1998
年前是计划经济，1996 年到 1998 年
都是劳动局划拨学生，根据学校情
况划拨，生源不愁。之后学校自主招
生，我那时是招生科科长，学校有了
任务，老师开始下乡镇招生。”

1997 年到 1998 年，上技校要通
过严格的考试，学生想上技校，家长
托关系找人的事常有。“这也正常，
我老家的人那时也经常找我。到了
乡镇上我们直接到初中招人，学生
排队报名，现在哪有了。”

但凡家庭条件允
许，没有人愿上技校

“哪有孩子呀，呆上一天看不到
几个小孩。”王伏虎和处里的十多位
老师全年要下乡招生。他指的小孩，
就是能成为技校生源的学生。生源
越来越少，这个问题让他很头疼。

“以前村里有好几个小学，现在
几个村只有一个小学。以前道口铺、
闫寺都有一中、二中，梁水镇、北杨
集也有好几个高中，现在都合并了。
再说以前高中和大学也没扩招，现
在都扩招，生源能不少嘛。”

客观因素在变化，人的观念也
改变。农村条件好了，多数家长认为
上技校出来当工人是个受苦的活，
不愿意孩子吃苦，都想供孩子上大
学。“家长的意愿直接影响了孩子，
上技校的孩子一般是学习成绩不太
好，或者家里经济条件差的，但凡条
件好点的家庭，都不愿意让孩子上
技校。”

种种原因导致技校生源逐年萎
缩。王伏虎感叹，“以前一年能招到
2000 人，现在 1000 人都不到”。

技校毕业生，也有
身价几亿的老板

2009 年以来，王伏虎肩上的招
生压力越来越明显，老朋友都知道
他负责招生，经常给他介绍学生。面
对新朋友，他还是要不断地介绍、推
荐学校，希望朋友多多介绍学生。

至于学校每年给他指派多少招
生任务，王伏虎说“不方便透露”，但
这几年招生任务没以前那么多了。

“不多还是有压力，明年将是最低
谷，教育部已经统计了，明年包括高
中和大学都是生源最少的一年。”

“学生进得少，社会需求却越来
越多，技校毕业生不愁嫁。”谈起就
业前景，本来情绪不高的王伏虎一
下子来了劲头：“我们的学生和企业
是订单培养，就业率 96%，一些企业
也是知名企业，月工资能到 2000 元
至 4000 元。”一想到这个，他就觉得

做招生工作很有意义。
“其实每个孩子的智力、能力不

一样，不能一刀切地上大学，上技校
并不是干苦力，只是需要一定的历
练，最起码要十多年。我们的毕业生
现在有当企业老总的，也得有几个
亿的身价，可是大多数孩子面对这
个过程坚持不下去。”

为适应市场，技校
不断寻求改变

面对生源少，学校除了提高教
学质量别无选择。

尽管技校的课程设置有统一规
定，但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提高就
业率，学校不断在一些教学方式上
寻求改变。

在该学校的宣传页上，2011 年
的招生简章上写有学校设置的专
业，除了机械设备维修、电气自动化
这些老专业外，还设置了新专业：物
业管理、农村经济综合管理、农机使
用和维修。“今年，物业管理这个专
业没了，在物业工作的大多是岁数
大的，不适合年轻人，学生不感兴
趣，也就取消了。”

王伏虎虽没涉及过教学领域，
但常年从事招生工作，对教学与课
程设置也有一些了解。“除了传统的
教学内容外，加了一些企业需要的
特殊课程，我们有企业的冠名班，有
时会邀请企业里的高级技工来学校
讲课。”

不仅在教学方面有了改变，招
聘方式也较以前大不一样。“不搞那
样的大型招聘会，学生都挑花眼了。
我们邀请一些经过挑选的企业，一
次来五六家，直接到学校选学生，和
学生面对面，效果不错。”

技校招生难，除了生源减少，跟毕业生就业有着
很大的关系。本报记者采访了三名技校毕业生，通过
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窥见，技校生就业并不乐观。

一名小伙子骑车进
入一家技校，大门上挂
着好几个学校的牌子。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国企职工小徐>> 不知还能坚守多久

毕业进国企，拿份高工资，
是大部分技校生的想法，更是不
少人上技校的动力。

27 岁的小徐也是这么想的，
6 年工龄的他，面对 5 月 15 日领
到的 1450 元工资，心情很沮丧。
才半年时间，他所在的车间从
300 人变成 150 人，有人出去做
生意、有人当起保安……小徐也
不知道他还能坚守多久。

工资是大多数人衡量工作
的标准，那部分人之所以走或多
或少也与这个有关系，但小徐更
在乎企业的管理体制。

小徐取得了中级焊工证书，

之前在几家私企干过活，在那里
是计件发工资，多劳多得。但在
这家国企，每天的工作量都是上
面派的任务，想多干也不可能。

小徐的一名工友是车间主
任的亲属，俩人干一样的活，工
资却比他高。渐渐地他还发现，
很多人不是通过招聘进来的，而
是通过关系，有的人活干得少，
可是照样拿工资。

小徐夫妻俩工资加起来不
到 3000 元，为了维持家用，他还
做了一些小买卖。“我同学在一
家私企能拿 3000 多元，我工资还
这么低就不干了，做买卖去。”

三名技校生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云菲

私企职工小吕>> 跟农民工拿一样的工资

24 岁的吕文亮现在失业了，
之前的企业效益差，他不得不重
新另找工作。一家开发区的私企
看中了他四年的工作经验，但对
他的中级证书并不感兴趣。

过去的四年，吕文亮在临
清、江苏都打过工，他学的数控
机床，在供职过的地方全用不
上，差点被拒之门外，幸亏他学
得快，进企业后没多久就跟着老
师傅学会了。

小吕说：“一些企业不需要

数控技术，只是普通的机床，我
们在学校学的东西和企业不适
应。”

吕文亮想自己有证书，工资
应该比没证书的人高些，但证书
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在外地，企
业很重视证书，没证书就不能干
活，但本地很多企业不在乎有没
有证书，只要有经验就行，有一
些不是技校毕业的农民工，跟我
的工资差不多，有些技能很简
单，他们在企业里就能学会。”

“90 后”小鑫>> 受不了车间苦，想自己创业

“ 90 后”小鑫高考失利，不想
去上学费昂贵的三本，担心上了
专科找不到好工作，在父母的劝
说下上了技校，打算拥有一技之
长容易找工作，可是残酷的现实
将他的梦想打破。

毕业后小鑫来到一家私企。
企业承诺的保险迟迟没有落实，
车间工作每天要倒班，一个月下
来只能休息一两天。小鑫这个年
龄正是青春浪漫的时候，想谈个
女友，连个见面的时间也没有，
小鑫坚持不下去，辞职了。

父母托关系把小鑫安排到
了一家大型企业当焊工，小鑫经
过培训基本掌握了技术，但工作
的辛苦让他吃不消。小鑫说：“夏
天车间里将近 40℃，还必须穿工
作服，衣服湿得透透的，身上有
时都掉皮，辛苦一个月下来，就
拿 2000 多元，根本不够花的。”

小鑫受不了这份罪，选择了
离开，同龄的伙伴也离开了一大
半。现在小鑫在一家理发培训学
校学习，打算学成后自己开个理
发店，“自己干多好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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