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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校毕业生，技校“回炉”再学艺

““学学了了技技术术才才有有今今天天的的创创业业成成功功””

“我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开始
为了一张文凭才上了大学，现在想来
既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精力。”见到
王仲宁时，他正忙碌地指导工人加工
零件。身为济南金圆通机械加工厂总
经理，他的公司现在有三台数控车
床，十五台普通车床、钻床、铣床等机
械加工设备，员工有10多人。

王仲宁口里的文凭是指本科学
的园林设计，一个大学毕业生怎么会
选择机械加工呢？

“我一向很喜欢机械专业，大学毕
业后，一直想真正为自己做一次选择。”
王仲宁回忆说，他计划去蓝翔技校学
数控机床，然而真正做决定时却万分
艰难。“不少人对我说，大学毕业生再去
技校，没面子，后来我也想通了，为了自
己的将来，要做一次正确的决定。”

2006年2月，下定决心的王仲宁来

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习数控，
据他回忆，当时跟他一样选择去蓝翔

“回炉”的大学生还有好几个，他们也都
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烹饪、汽修等专业。

“在蓝翔的四个月里，我学到了
在大学中从没学过的东西，大学里学
的都是基础的理论课，到蓝翔后，我
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技术。”王仲
宁说，技校强调的是练手，印象最深
的是实践课，在学校时就对外接加工
的订单。“当时是从重汽集团接来的
活，按计件给我们发加工费。忙的时
候，我们一天能拿到60元，上学还能
赚钱是我没想到的。更重要的是，我
们加工的零件都有严格标准，这种实
战教学让我们练就了过硬的技术。”

毕业后，经蓝翔推荐，王仲宁被分
到南方的一个城市工作。在那里，他主
要负责数控编程，从普通工人一直干

到班长，工资也从最初的两千元涨到
了五千元，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2013年10月，王仲宁回到老家，在济
南创业，凭借浓厚的创业激情和扎实的
专业基础，他的金圆通机械加工厂快速
发展，平均年收入也突破了50万元。

与王仲宁的经历相似。山西运城
小伙、现任乾德龙汽配城汽修和天然
气改装公司总经理的张伟，原本毕业
于山西财经学校计算机专业。2008年张
伟专科毕业后，连换了几个工作，一年
干下来，挣的钱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张
伟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道路。

2011年底，在蓝翔学成汽修的张伟
回到老家，注册了公司开始了创业梦。
由于对质量要求严格，技术过硬，公司
很快打开局面。“目前企业的年产值是
200多万，希望过两年可以达到300万甚
至更多。”张伟说。

硬硬撑撑““学学历历面面子子””

何何妨妨让让位位““技技术术里里子子””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像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甚至是一
些国家重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来蓝翔回炉学
技术的情况比较普遍。”记者从山东蓝翔高级技
工学校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每到招生季，总有
不少大学生前来报名，汽修、烹饪、数控等专业都
是热门。这些学生认为，大学学的都是理论知识，
在实际的工作中用不上。中看不中用，导致他们
在求职时纷纷碰壁，同时社会大量需求高级技能
人才，而且凭技能创业成功率也更高，所以他们
宁愿放下天之骄子的架子，转而和众多初中毕业
生、高中毕业生一起在蓝翔学技术、练技能。

的确，大学生“回炉”技校屡见报端，主动学
习技术，用技能为学历镀金，这说明了职业教育
逐渐得到了社会认可，也从侧面反映出，注重技
能培养的职业教育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
能力更强，更加契合了“适者生存”的法则。

“虽然读技校挺没‘面子’，但是就业要求的
是实实在在的‘里子’，与其硬撑面子，不如学点
实用技术，这样更容易在社会上立足。”记者在采
访中多次听到这种反馈。如今，无论是用人单位，
还是准备就业的毕业生，他们都深知学历不等于
能力、文凭不等于水平。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
虽然仍不乏一些学生、家长执著追求学历学位，
但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现实需求下，学生们对就
业市场的理性认识也在提升。

当然了，“回炉”也要看炉子的水平如何。职
业教育发展到今天，全国职业院校近1 . 3万所，山
东省内的职业技工院校也有200多所，这其中办学
质量参差不齐，学生报名后能否学到真本事、硬
功夫也很难说，这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提升办学水平，同时也需要学生擦亮双眼，尽
量选择高质量的品牌技校。

记者观察

“我拿到了本科学历，却没
得到社会认可，可学了技术才
有了今天的成功。”“扎实的技
术基础是以后创业的根本。”

“为了技术的里子，我宁愿不要
学历的面子。”对于高校毕业生
尤其是名校的本科生、研究生来
说，“回炉”技校曾是一个艰难的
选择，然而在高学历人才由精英
化向大众化转变的当下，越来
越多的高校毕业生也意识到，
大学并非教育的终点，“回炉”
学技术也是多元化选择之一。

之 技翔人生 别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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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马绍栋
王仲宁在操作机械设备加工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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