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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蓝翔翔自自辩辩
校方回应称努力剥离荣氏性格

“现在这个情况，咱说什么都不好。”11月25日晚间，历经长时间沉默
的荣兰祥在电话里这样说。事实上，他所创立的蓝翔技校，也在等待风波
趋于平静。

“个人是个人，学校是学校。对于校长个人家庭生活中的事情，我们
不清楚，但我们希望不要因为个人的事情影响到大家对学校的看法。”26
日，蓝翔校方人士面对记者时，这样阐述对自“跨省打架”以来连番舆情
的态度与立场。

▲26日下午3时许，蓝翔技校汽修专业学生正研究零部件。

招生受扰

没有传得那么严重

荣兰祥是11月25日晚间给本报记者
打电话的。此前，本报记者多次短信、电话
联系对方，均未获得回应。

此时，正逢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召开，荣兰祥提出请辞全国人大代
表职务的请求。

荣兰祥解释自己的沉默：“我现在不
敢多说话，也不好意思多说。现在这个情
况，咱说什么都不好。”

“出事之后第6天，网上有报道说蓝翔
帝国轰然倒塌，我们一个小小的学校怎么
就成了帝国了？他们认为报道了六天之
后，这个学校就一定倒塌。”在荣兰祥看
来，自己此前之所以不敢多说话，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舆论的哗然中，泥沙俱
下，有一些不实的说法。

11月26日下午，蓝翔技校汽修车间里
的教学秩序依旧。穿着不同颜色工作装的
学生，在不同的汽修车间操练着各自的课
程。当天下午2时，蓝翔技校校方分管教学
的曹金栋主任、分管招生的赵主任和学校
的前党委书记李自祥接受了本报记者采
访。

校方人士带记者参观了汽修车间和
厨师课堂。谈及此前对媒体的规避态度，
自2004年退休后即进入蓝翔技校并曾长
期担任党委书记的李自祥说，“我们也是
没办法，接待这家媒体就得接待另一家，
我们还不如低下头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
情做好。”继续按部就班做好教学工作是
几位校方人士一致的态度，他们反复强
调，校长的私事不能与学校混为一谈。同
时，蓝翔作为辖区纳税大户，“如果蓝翔倒
了，对辖区也是损失”。在电话交流期间，
荣兰祥提到，学校目前的教学秩序，没有
受到相关舆论事件的影响。

对于有报道称荣兰祥自称相关风波
造成同期招生减少了90%，此次接受采访
的校方人士，一致予以了否认。校方主管
招生工作的赵姓负责人说：“没听他说过
这样的话，可能是有些媒体理解错了。”

“蓝翔招生规模大，除了电视广告的
效应之外，老生推荐新生也占很大一部
分。我们在地方上没有招生点，老生推荐
新生过来没有提成，但是可以适当地给新
生一些优惠。”赵姓负责人说，现在学校招
生虽然受到了影响，但是并没有此前媒体
报道得那样严重，就业方面未受影响。

这与荣兰祥的说法趋同。11月25日晚
间，荣说：“如果我们确实在办学质量上、
管理上、教师队伍上或者是一些社会关系
和社会矛盾上存在缺陷，趁这个机会，出
现退学、闹事、老师溜走等情况，那就完蛋
了。可是现在没出现这些情况，我们还是
会实实在在做事。”

上课违纪

会被隔空喊话

试学一月不许出校门；挖水沟、树高
墙；每周只能“放风”一天；摘柿子罚款；学
生统一着装……所有这一切规定都很严
苛，蓝翔军事化管理方式备受舆论质疑。

在受访的校方人士看来，这种“因势
管理”，是符合蓝翔技校自身特点的。

“我们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能够
创造财富的熟练工人，不是搞发明创造的
高端人才。采取军事化管理，一方面是学
校延续下来的部队作风和管理方式；另一
方面，也是基于学校里这些学生文化基础
和自制能力都相对较差的现实情况。”

曹金栋解释称，特定的培养目标和生
源情况使得学校只能采取较为严格的管
理方式。“你们也知道，来到这儿的学生大
部分是考试成绩不太好甚至有原来被开
除的学生，学校每年把这样的一些学生招
进来，本身就需要严格的管理。”

记者跟随校方人士进入学校实时监
控大厅。通过监控录像，课堂上每个学生
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工作人员介
绍，如果上课有违纪现象，管理人员会隔

空喊话。随着监控镜头不断拉近，课桌上
书本封面的字体都可以辨认出来。

监控室一工作人员就是蓝翔毕业后
留校的，李自祥告诉记者，学校确实会选
用一部分毕业生留校，但一般从事的都是
类似管理和教辅工作，如果通过培训能够
成长起来，再往教学岗位上安排，不会一
下子安排到教学岗位。

在校方教研室，工作人员正编撰教学
课程。根据校方人士的说法，在教学上，蓝
翔是因材施教，相对而言，则是因势管理。

“学校的规章制度非常详细，都是校委会
研究后制定的。”工作人员给记者拿了两
大本学校的管理制度，上到财务制度，下
到学生管理，事无巨细。“这只是其中一部
分，另外还有两本。”

他们津津乐道的仍是蓝翔的“桃李满
天下”和特色教学的业内认可。他们说：

“学校30年来为社会培养了40万人才，只
在东平一个县，从我们这儿毕业的就有
2000人。之前，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待过
来学习参观的考察团。”

“我们每年投入教研上的资金有100
多万元，教研部分的老师都是本科以上学
历，还有大学教授。每年他们都要结合实
际情况修改教学方案，每个学生入学之
前，都可以看到未来几年他们要学习的课
程。”曹金栋说。

希望刮的是台风

不是“灭风”

迄今接近三个月的舆论发酵，虽然没
有明显波及蓝翔的教学秩序，但交流中，
校方人士也坦言，“师生们私下有些议论
也是正常的，哪个单位都是这样。”

其实，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记者也
感觉到，校方人士颇为谨慎。有人就提到，
就在此次“跨省打架”风波曝出之前，校方
一直在与重庆方面洽谈，意图挺进西南建
设分校，输出蓝翔模式，但风波乍起，相关
事宜迄今搁浅。

尽管校方一再强调“只谈职业教育”，但
言及蓝翔，还是绕不过荣兰祥。谈及网络上
对校长荣兰祥的种种传言和揣测，校方人士
也不否认，荣兰祥的个人行事风格与蓝翔的
管理色彩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趋同性。

“有些做法、有些事，不好评价，这也
和知识层次有关系。这种做事方式受到批
评也是难免的，毕竟要管理那么多人。荣
兰祥没有多少文化，所以说话和做事都很
直接。再说，学校要管理这么多教师和学
生，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威严。”曾经长期担
任校方党委书记的李自祥说。

公开资料显示，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共
五个校区，有教职员工1500余人，年办学
规模达三万余人。在李自祥看来，校长荣
兰祥的行事风格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至
于开会摔杯子等细节琐事，校方人士则更
多认为是一时的情绪使然。

如今，荣兰祥涉嫌超生、持有三个身份
证、家暴等行为需由公权部门做出裁决，那
么蓝翔这所学校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这次舆论刮的不是台风，是‘灭风’。
如果蓝翔挺不过去，那学校会连草根都不
剩。”此前，荣兰祥在一次受访中，这样阐
述风波对学校的影响。而今，校方人士仍
不确定风波究竟会何时平息，但采访中他
们也反复提到，应该把校长个人与学校集
体加以区别。

“个人是个人，学校是学校。对于校长
个人家庭生活中的事情，我们不清楚，但
我们希望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就影响到
对学校的看法。”他们说。

根据校方的介绍，并非股份制企业的
蓝翔目前的管理架构为：董事会-学校管
理委员会-中层处室。荣兰祥为董事长兼
校长，学校管理委员会承担校方的正常运
转职责，对董事会负责。校方人士也提到，
此次风波对蓝翔的整体影响也让蓝翔注
意到向现代企业管理方向的推进。

“董事会和学校管理委员会新近都进
行了改选，应该说，新选出的校委会更加
强有力，谁有能力谁干。”李自祥说，“像舆
论所说的校长重用的大批老乡，现在的管
理层里已经很少了，只有一两个人。”

按照校方的说法，荣氏蓝翔，正在努
力地剥离兰祥性格。

26日下午3点，学生在整车检测车间学习。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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