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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每周一评

国庆节期间，庆云云天职
业技术学院高二学生被学校
强制要求返校，赶赴北京工厂
参加一个月的实习，拒不参加
者将不予发放毕业证书，并不
允许参加高考。教育部门介入
调查后，该校的北京实习活动
被叫停，“被实习”的学生也陆
续返校。

好端端的一个假期，最终
却闹出了一地鸡毛。如此离谱
的实习活动，其实在职教领域
并不算新鲜了，近年来有关职
业院校的负面新闻屡见报端，
暴露出部分民办学校招生失
序、管理混乱的问题，如若深挖
下去，其背后则是有关部门的
监管缺位或失位。如此说来，并
非是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只
是近几年职业院校高歌猛进的
背后，乱象丛生的管理桎梏也
成了不争的事实，以至于背负
上“拿人钱财误人子弟”的骂
名。就拿庆云云天职校来说，居
然以“不发毕业证”、“不准参加
高考”相要挟，强制高二学生赴
京实习，打着社会实践的幌子，
行着权力滥用的事实，在严重
不对等的教与学关系中，学生
的弱势地位可见一斑，家长的
抗议和投诉在所难免。

令人心忧的是，当前的职
业教育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
一面是职业院校良莠不齐，重

招生、轻培养成了不可逆的趋
势，变相体罚、胡乱收费等管理
乱象丛生；另一方面，技工特别
是高级技工越来越短缺，在国
家扶持政策的保驾护航下，各
类职业技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来。于学生和家长来说，只要考
出像样点的成绩就不会选择上
技校，因为上技校既是就业择
业的机会，也有荒废前途的风
险，纠结不定中，上技校便成了
成绩后进生的无奈选项，这显
然和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
初衷相悖。以庆云云天职校为
例，大多数学生是抱着拿高中
毕业证且参加高考的念想才报
考，而这次莫名其妙的实习活
动，难免让学生和家长对学校
办学心生质疑。如此乱象，无疑
使得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愈
发下降。还可能会让有关部门
为职业教育发展付出的巨额投
入付诸东流。

在我看来，发展职业教育，
首先要治乱。有关部门应当为
职业教育发展做好顶层设计，
加大对职业学校办学方式的监
管力度，理性规划职业教育发
展布局和资金投入，让一批有
经验、有实力、有良知的机构和
民间资本兴办职业教育，并配
套相应的退出机制，扶持尊师
重教的行业典型，剔除误人子
弟的害群之马。

发发展展职职业业教教育育
首首先先要要““治治乱乱””
本报首席评论员 刘振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刘潇) 10月12日，武城县的
田先生反映，读高一的儿子
小枫(化名)，在老师极力劝
说下更改了志愿，致使小枫
不能就读自己喜欢的医药专
业，而只能去偏冷门的种植
专业上课。田先生称，为了帮
儿子换回喜欢的专业，他多
次与学校沟通，可一直无果。

田先生说，儿子小枫今
年刚满16岁，以370多分的中
考成绩，考入了武城县职业
中专读高一。入学后，小枫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填报志
愿时选择了医药和计算机专
业。军训之后，面临分专业的
小枫被老师叫去谈话。“儿子
说，在老师极力劝说和施压
下，他将第二专业计算机改
成了种植。”国庆假期之后，

小枫被安排到种植班上课，
“种植班一共二十几个人，儿
子对种植专业毫无兴趣，更
是无心学习。”

田先生称，他为了帮儿
子小枫更换专业，多次找学
校沟通，可是多名老师接连
推诿，小枫改专业一事迟迟
没有结果。“如果是因为分数
线不够，我就服从不去找老
师，可是儿子考了这么多的
分，第一志愿的医药专业为
何不予录取？”

为此，记者联系到武城
县职业中专，一名张姓负责
人称，今年高一新生有1000
多人，根据师资分配，每个专
业都有预先的招生计划，以
医药专业为例，今年招生名
额为50人，只能按照分数从
高到低的原则进行择优录

取。“田先生儿子的情况不很
清楚，应该是因为医药和计
算机专业录取已满，老师只
能将其调入人数不满的专
业。”

而对于学校的这种说
法，田先生却持质疑的态度。

“据我了解，医药专业根本不
存在按分数分配一说，成绩
在350分以上的都会按照第
一志愿。”田先生说，因为每
一个学生的中考成绩都是公
开透明的，我要求学校对医
药专业录取名单予以公布，
是否存在猫腻自然一目了
然。学校方面则表示，因专业
分配问题，每年都会有家长
不满，今年提出不服从分配
的有20人左右，这些人只能
等待以后有机会再进行专业
调整。

武武城城职职专专一一新新生生专专业业无无奈奈被被调调
学校称按分数高低分配，家长质疑

10月13日，德州市第二届中老年广场舞大赛在市体育中心广场举行，

共有12支队伍800余人参与。

本报记者 马志勇 通讯员 申宸 摄影报道
竞竞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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