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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大学生来到中职“回炉”学技术，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增强了“战斗力”

本报6月23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孙燕 周希英) 每年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的课堂里都会陆续坐进一些本科或高职毕
业的学生，而这种现象在这所成立30多年的
老中专学校并不稀奇。从2006年起，这所学校
每年都有大学生到此“回炉”学技术。

之所以每年都有大学生来“回炉”，得从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的行业背景说起。近年
来，随着全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
房地产开发行业蓬勃发展，这无疑增大了对
新型技术人员的需求。而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作为胶东地区为数不多的建筑类中等职业
学校之一，近几年毕业生一直呈现出供不应
求的状况。

今年该校的1000多名建筑、机电专业的
毕业生，就被来自省内多家企业提前争抢一
空，很多毕业生刚入职做技术员，起薪就3000

多元。“如果再有三五百人，还能被企业吸
收，今年，我们打算扩大抢手专业的招生计
划。”学校招生就业办主任初美华说。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一门技术是中
职学校的一大优势。在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初中毕业生实行三年学制，其中有一年在企
业顶岗实习完成。而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则
实行一年学制，在校一年中全部是专业理论
和专业技能的学习，毕业后进入企业很快就
能成为一名熟练的技术人员。

多年来，学校毕业生深受企业和社会欢
迎，烟台市各大建筑企事业单位均有学校毕
业生的身影，其中不少已是单位的技术骨干
和项目经理。较高的收入和稳定的就业环境
成为这所中职学校吸引生源的重要因素。

现在学校每年都有三个高中后中专班，
接受高中毕业后的学生过来学习，其中就包

括不少大学生，三个班总人数在150人左右，
大学生占到其中的四分之一。学校担任多
届高中后中专班班主任的陈良辉老师告
诉记者，“多是一些师范类、文科类专业的
学生来学习，经过一年的建筑类专业学
习，很好就业。”

“我的很多同学都干着和专业完全不同
的工作，而且就业的稳定性也很差。”一位正
在高中后中专班学习的大学生告诉记者，与
其花费时间干不理想的工作，还不如再学一
门技术，她给自己列出了三条可选择的出
路：就业、考公务员、继续上学。经过对比，她
认为上中职的性价比最高，花一年时间等于
实现对口就业，而且还能多掌握一门技术，
于是她放弃了就业，选择了“回炉”。

据该校校长栾江平介绍，近些年“回
炉”之后的大学生再进入企业，虽然一开始

的身份是中专毕业生，但他们很快就能从基
础技术岗位中脱颖而出，几年时间就可以做
到管理层。

这也正是很多“回炉生”所期望的。他们
比中专毕业生有更高的学历，但是又比直接
进入企业的大学生多一份基层经历，这大大
增加了他们在企业中的竞争力。

大学生“回炉”学技术在我省已不是个
案，近年来，中职生考大学提高学历也成为
很多人的选择。

随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中职教
育正在成为终生教育体系中的一座“立交
桥”：它教会初高中毕业生一技之长，并为
他们提供了提升职业教育层次的机会，同
时也为大学生和一些已经就业的人提供了
职业培训平台，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增强了

“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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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面面突突然然塌塌陷陷，，遛遛弯弯老老翁翁跌跌进进坑坑
周围目击者称路面塌陷或由路旁施工引起

终于见到恩人

亲手送上锦旗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孙健 ) 23日上午，在烟台市公

交集团旅游汽车公司，18日上午在
夹河轻生被救起的怀女士将一面
写有“忘我救人 风格高尚”的锦
旗，亲手送到了救她的公交员工王
峰手中，趁着回老家前，她想再次
向恩人道谢。

18日，怀女士因家庭琐事，一
时想不开，走进福山区银河明珠小
区附近的夹河边想要轻生，被正在
河边钓鱼的王峰救起。(本报6月19

日C04版曾予报道)

“被救起后我就一直惦记着想
见见我的恩人，19日我在恩人所在
的银河明珠小区等了一个多小时
没见到恩人。20日我终于见到了
他。早晨7点半，我去他家的小区找
他，敲门没人应，等了一个多小时
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怀女士说，
8点半左右她刚准备走，保安把她
拦了下来，说她的恩人应该回来
了，她回去一看，果然见到了恩人。

怀女士说，为了表达心意，她
给王峰带了些小礼物，但王峰说什
么也不收。“恩人跟我说，让我一定
好好活着，我的命是恩人救的，为
了恩人我也会好好活下去。”

为表达感激之恩，怀女士给王
峰制作了一面锦旗，她说已经打算
带着孩子回四川老家，这两天就动
身，“主要想先把锦旗送给恩人，之
后我就该走了。”23日一早，怀女士
带着锦旗，赶到王峰的单位烟台市
公交集团旅游汽车公司，亲手将锦
旗送到了恩人手中。“即使我回了老
家，我也不会忘了恩人的，我会经常
跟恩人联系的。”怀女士说。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孙健 ) 老两口牵手出门
遛弯，不料路面突然塌陷，老翁
跌入深坑，好在有周围店家和
过往市民的帮助，合力将老人
救出。目击市民猜测，路面塌陷
或由路旁施工引起。

22日晚上7点半左右，牟平
区一对老夫妻出门遛弯，走到
北关大街与正阳路交叉路口
时，由于路沿石边正在挖坑施
工无法通行，两人便绕下路沿
石，从旁边的路上经过。然而刚
走两步，老翁跌进深坑中。

“当时老太太就趴下抓着
老爷子的手，大喊救命。”附近
一家店铺的店主见此情况立即
跑了过去，“刚开始没看见坑，
光看见老太太趴在那儿，我还
没敢贸然去扶，怕赖上我。看清

楚情况后，我赶紧回店里搬了
个凳子递进坑里，让老人先垫
着再往上起。”这名店主说。

因为有附近店主递送的凳
子，老翁在坑中连踩带蹭，旁边
市民也在坑外同老妇一起连搀
带扶，终于将老人拉出深坑。老
人的腿部受了伤，被随后赶到
的急救车拉走。

目击者赵先生说，跌进坑中
的老翁住在附近，“因为老爷子
的眼睛不大好，需要老伴领着他
走，所以散步时两人都是手牵
手。”赵先生说，当时在老两口前
面有两名女子走过，可能体重较
轻，路面没有异样，但老翁身形
高大，走过时路面发生塌陷，“老
爷子可能是跌坐在坑里，外面只
露出了头，坑深至少也是一米
多，坑口的直径将近一米五。”

“路口那里正在挖地下管
道走电缆管线，就在路两旁的
人行道上挖坑打钻，从路面下
钻到对面，可能是把下面挖空
了，老人走上去后才会塌陷
的。”赵先生说。

23日，记者在事发现场看
到，路沿石旁挖的坑已经填平，
并摆放了施工绕行提示标志。
牟平区城管局审批窗口工作人
员称该施工点没有取得相应的
施工手续，属于私自开挖。

孩孩子子入入学学报报不不了了名名，，家家长长愁愁坏坏了了
莱山区教体局表示将尽快解决孩子入学问题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见
习记者 聂子杰) 家住午台
小区的于先生最近愁死了，小
学新生入学报名23日截止，但
他的孩子仍没能成功报名，不
仅是他，莱山不少家庭面临同
样的难题。莱山区教体局工作
人员称，会找相关单位协商，
尽快解决孩子的入学问题。

“我们的孩子划片是应该
上莱山实验小学的，但是因为
没有房产证，学校不接收，登
记都不行。”于先生说，他在午
台小区住了几十年，因为他是
拆迁户，当时拆迁时原本的房
产证已经上交，回迁后房产证

一直没有办下来。
根据教体局的规定，学生

入学学区的认定以学生法定
监护人的户口和房产证为准，
所以学校告诉于先生不能接
收他的孩子上学。“但我们都
是这里的原始居民，划片也应
该上实验小学，现在不接收孩
子，我们怎么办？”于先生说。

23日上午，记者来到莱山
区教体局，现场已经聚集了十
余名家长。据了解，他们的情
况和于先生相似，希望教体局
能帮忙解决实际困难。

“23日是小学入学报名最
后一天，到现在孩子连登记都

不行，我们怎能不着急！”一位
同样住在午台小区的女士说。

莱山教体局的工作人员
在安抚家长情绪的同时现场
表示，对于房产证在拆迁时上
交且回迁后一直未能办理新
房产证的特殊情况，他们在统
计好人数，然后由教体局、地
方村委和学校积极地进行协
商，肯定会安排孩子上学，并
表示最迟在一周之后会给出
答复。

“像今天这种情况，肯定
不怪家长，我们也会尽力帮家
长解决问题，让孩子上学。”莱
山区教体局工作人员说。

23日凌晨，一辆载满碎石子
的大货车侧翻在魁玉路烟台市
儿童福利院附近，碎石子铺了一
路。上午9时30分许，记者赶到现
场时，堆积在道路北侧的碎石子
已被基本清理完毕。据悉，大货
驾驶员是为躲避一辆摩托车，方
向盘没有控制好，撞上路中间的
护栏后发生侧翻。

本报记者 钟建军 王钦
帅 通讯员 王建 摄影报道

大货侧翻
碎石铺路

公交员工夹河救人追踪

老人摔下的这个大坑有一米多深。 本报记者 孙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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