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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辉煌的民办中职，办学

10 年来却风光不再，举步维艰，

仅我市就从 11 所衰落到现今的

2 所。近日，这两所学校（市开

元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和市永久

机电学校）联姻，组建了市第一

民办职业教育集团，以期走出办

学困境（详见本报5月21日第3

版报道）。

记得当年民办中职办得风

生水起时，教育部曾向全国下发

了“教职成〔2006〕5 号”文件《关

于大力发展民办中等职业教育

的意见》，其中要求“大力推进民

办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发展民办中

等职业教育作为加快职业教育

发展、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重要

措施⋯⋯努力扩大民办中等职

业教育资源”。然而，时过境迁，

“计划”步子赶不上“变化”速度，

没几年工夫，被要求“大办”的民

办职校就开始走下坡路。

一边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

就业形势大好”，一边却是“办学

之路走得异常艰难”，究其原因，

还是这个社会“变化”太快。比

如《意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要把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的招

生纳入整个中等职业学校招生

计划，统一管理，生源所在地不

得设置障碍和实行地区封锁”，

可是在市著名企业家、永久机电

学校创办人温邦彦看来，“我们

民办中职学校没有招生优惠政

策，招生宣传也受一定限制”，

“教师待遇低、没有编制”，与《意

见》要求的“享受同等待遇”相去

甚远。这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政

府的重视程度有关，并非学校自

身能够解决。

当然，温州民营经济是一面

旗帜。同样，民办中职也需要改

革创新的勇气，需要看到自身的

不足，如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所

言，我市的民办中职“专业性”不

够，办学视野狭窄等。因此面对

现实，如何重振旗鼓、走出低谷，

是摆在民办中职人面前的一道

大考题。

现在两校联姻，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不啻是一次民办中职

改革的“破题”之作。有作为才

有地位，民办中职的作为，在于

开拓创新，转型升级。以民办中

职自有的灵活优势，就看集团如

何趁势“体检”，怎么在内部管

理、师资配备、专业设置等方面

作出优化调整，提升整体办学水

平。其中关键一点，还要看用什

么适应市场需求的特色专业吸

引生源，拿什么优惠政策和待遇

留住优秀教师。好在“两校合作

组建教育集团后，马上就能通过

省二级重点职业学校的等级评

定”，至少场地、招生数等的限制

可以有所改善。

面对市场对技术型毕业生

的巨大需求潜力，每年所需技术

工人缺口数万个，机械类、汽配

类、电子类、生物化工类、餐饮旅

游类等岗位都急缺人才，可谓前

景一片看好。最近还看到报道，

今年秋季学期起，江苏民办中职

的学费、住宿费都将由学校自己

说了算，物价部门表示这主要是

为了激励民办学校发展，以透明

的收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

愿类似的好消息、好政策源源不

断，更期待瑞安第一民办职业教

育集团积极探索与作为，改革的

脚步赶上变化的速度，在做大做

强特色专业，在“高、专、尖”的路

子上，样样都能表现“第一”。

教师覃某户籍在黄山，工作在贵州，因两省对再婚生育二孩

的政策不一，她将面临或引产腹中 5 个月的胎儿或辞去公职的

困难抉择。

（陶小莫 画）

近日，山东临沂兰山区

某小学有学生家长反映，该

校上周五组织开家长会，会

议的主要内容不是学生最近

的学习生活问题，而是推销

一款手机产品。此事经网络

曝光后，人们纷纷质疑此举

存有商业利益，而校方回应

称 ，“ 购 买 这 款 手 机 完 全 自

愿 ，学 校 并 不 强 求 学 生 购

买。”

乍一看，涉事小学推销

的手机产品应该是个不错的

东西，家长只要预存 360 元话

费，就可获得 4 寸双网双待智

能手机一部，而且手机产品

进行联网后，不仅方便接收

学校的家庭作业信息，随意

点 看 网 络 上 的 教 学 视 频 资

源，还可以定位孩子的去向，

孩子进校、离校都会通过短

信告知家长。然而让人纳闷

的 是 ，如 此 高 性 价 比 的“ 手

机+学习机”为何会遭到家长

们的齐声吐槽与质疑？

笔者认为，情况远非看

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到底

是谁在不遗余力地向家长推

销这款手机产品？是学校，

还是通讯设备经销商？不难

看出，站在台前的是学校，而

幕后的推手则是经销商。如

果没有学校的许可，商家是

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家长市场

的，反之，如果没有经销商的

技术支持，学校是使用不了

这款产品的。

其次，这款手机的功能

真如宣传的那样强大？明眼

人很清楚，现在的通讯技术

很发达，像接发短信、查看微

信、点播视频等，一般的智能

手机都能实现，而像定位查

询这种个性化的服务，则属

于极少数家长的需求。

再者，学生和家长的权

益是否得到充分的尊重？面

对众多家长的质疑，学校辩

称是“完全自愿”购买的。可

事实上，如果学生不买，就会

收不到学习资料，甚至连作

业也收不到。这种将手机与

学习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显

然不是家长自愿选择的。换

言之，在与学习挂钩的默认

前提下，哪个学生家长敢轻

易“自作决定”？

俗 话 说 ，“ 无 利 不 起

早”。在不少商家的眼里，学

生 群 体 就 是 一 块 巨 大 的 蛋

糕，他们想方设法打入学校

管理系统内部，把学生当做

“摇钱树”。我们不妨来算一

笔账，该校现有学生 2100 多

人，如果除去即将毕业的六

年级学生，大约有 1700 人，按

照每人 360 元计算，涉及金额

60 余万元，倘若再加上每月

最低 28 元的消费，这里面该

有多大的利润？

其实，现实生活中类似

的事件并不鲜见，像某出版

商把一部科普读物《十万个

为什么》定价为接近天价的

980 元；某银行通过与学校合

作，变相强制学生办理某银

行卡，否则不能缴纳学费，不

能刷卡吃饭、洗澡、借阅图书

⋯⋯我们不知道上述学校是

否从中得到好处，但是这种

向学生推销商品和服务的做

法无疑已经违反了有关教育

法规。

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重

要阵地，弘扬真善美，传播正

能量，才是其重要职责，也是

学校教育的应有之义。在诱

惑面前，教育切不可丧失底

线，失去操守，被商业利益所

绑架，沦为别人牟取不正当

利益的工具。

瑞安市职业高中最鼎盛时

期，家长还愿意缴纳高额集资

费就读，曾经基本上达到职高

生 与 普 高 生 一 比 一 的 目 标 要

求。眼下，不但过去风生水起

的民办职业高中纷纷倒闭，仅

存 的 办 学 之 路 也 走 得 异 常 艰

难，而且公办职业高中除了被

大学校兼并之外，剩下的几所

也因生源严重不足奄奄一息。

与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一片

大好”的形势不同，高中职业教

育出现生源不断萎缩，开始走

下坡路，进入了一个不可忽视

的低谷。

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对

中等职业教育不能说不重视，

投入了大量资金，不单全部取

消集资费，还免收学费，给每位

职 高 生 发 放 奖 励 金 。 尽 管 如

此，还是有不少初中毕业生不

愿就读职业高中，有的实在出

于升学的无奈，即便进入学校

也是中途辍学。曾经辉煌一时

的职业高中，在如今政策与就

业都十分利好的背景下，却从

风光走向了黯淡，个中缘由值

得深思。

国外一些发达的高中职业

教育，其生源是自然分流，是自

觉自愿地接受职业教育。相比

之下，国内的高中职业教育采取

的是淘汰式分流，中考达不到普

高录取的分数线，想继续上学别

无选择，只能被动地进入职业高

中。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职业

高中并不是理想的学校，仿佛毕

业文凭也不如普通高中的光彩，

加上有的职业高中教育质量不

过硬，于是，或勉强入校学习，或

索性选择放弃，致使有的职业高

中门可罗雀。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职业

高中自身的教育质量问题。由

于生源是被普高淘汰下来的，

其日常行为习惯、文化基础知

识，相对来说有些欠缺，进一步

的教育必然有一定的难度，如

果 做 不 到 因 地 制 宜 和 因 材 施

教，那“进得来、留得住、学得

好”将是一句空话。尤其是 3

年后走出来，品行无进步提升，

专业适销不对路，实践能力匮

乏，没有一技之长，对毕业后就

业无多大帮助，这样的教育结

果也使有些职业高中声誉和口

碑败坏，失去了竞争力和吸引

力，恶性循环之后就渐渐陷入

了困境。

不管是政策扶持、经费投

入，还是各行业对职高生的需

求，高中职业教育的前景似乎

一片光明。但是，要转变人们

歧 视 职 业 教 育 的 思 想 观 念 尚

需时日，同样，提高职业高中

的教育质量更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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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民办中职改革脚步
赶上变化速度

■王国荣

职业高中如何走出困境
■高振千

别让商业利益
绑架了教育本义

■剑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