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经济”考验家长理性

乔杉： 有人调侃， 自从有了朋
友圈 ， 书不要买了 ， 医院不要进
了， 朋友圈上什么都有； 可真要信
了朋友圈， 那么也就什么都没有，
连路都不会走了， 饭都不会吃了。
前者指向的是朋友圈已成为生活新
元素， 后者指向的是朋友圈俨然成
为谣言集中营， 特别是俯拾皆是的
健康谣言， 污染了朋友圈。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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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严惩作弊考生
彰显公平正义

奚旭初： 这些年， 曾有一些大
学把大学之大当成了校门之大， 竞
相建造豪华校门。 但有影响力的大
学、 一流的大学， 与校门是什么模
样毫无关系 。 世界上不少著名大
学， 其大门毫不起眼。 同样， 是不
是名牌大学， 有没有影响力， 也与
校名 “大小” 无关。

大学影响力
与校门无关

■世象漫说
学籍被“调包”

在学校各自完成2至3年的学业
后， 学生竟意外发现学籍在另一所
学校。 这样的怪事发生在云南新兴
职业学院的234名大专学生身上。 学
籍被 “调包”， 是如何发生的？ 这一
事件既引发人们对民办高校招生和
办学乱象的关注， 更暴露出相关监
管的缺失。 （8月25日 《京华时报》）

别让健康谣言
污染了朋友圈

□王铎

■长话短说

“现代学徒制”
学习和实践不可偏废

□辛望

“夫妻房”洋溢人性温暖

谢庆富： 《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
案 （草案）》 明确， 对考生作弊可以取
消考试成绩、 停止参加考试1年至3年。
只有严肃处理作弊者， 方能维护社会
诚信风气， 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惩戒
作弊者， 既是为了打击失信行为， 更
是为建立社会诚信体系。

中国也应有
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梦

日前， 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公布
了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名单。
经专家评议， 165家单位获批成为试
点单位， 其中试点地区共17个。 广东
两个城市入选， 分别是中山市和佛山
市。 笔者24日从中山市教体局获悉，
今年9月， 中山首批200多名现代学徒
制学生将开班， 目前学校在发动学
生报名。 （8月25日 《南方日报》）

学徒制试点工作已经开始。 然
而 ， 据多所学校的相关负责人透
露， 学徒制招生工作中， 企业在岗
位对接和课程设置方面给予了各种
支持， 积极性较高， 然而学生和家
长的反映较为平淡。 企业热、 学生
冷， 既有对新政策的疑虑， 也有对
未来的不确定。 学生和家长最关心
的莫过于： 学徒制的教学内容和方
法设计好了吗？ 科学吗？ 更有一些
家长担心孩子去企业实践会不会成
为廉价劳动力？

有企业的热情参与是远远不够
的， 建立现代学徒制， 需要在完善
现代职业教育的基础上再深化产教
融合、 加强校企合作， 设计更加实
用且科学的教材等等。 从这些实际
问题出发， 才能减轻企业和学生参
与现代学徒制的顾虑。

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开始， 既是
机遇， 也是挑战。 在探索符合我国
国情的现代学徒制的路上， 我们更
要注重的是过程管理和质量控制以
及师资队伍建设， 让企业更深度的
参与， 真正使校企融为一体， 在学
生的学习和实践上找到最佳平衡
点， 开展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 因
地制宜的开展现代学徒制， 或许才
能使其真正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有
益补充。 □吴左琼

长春市有一个名为 “工友之
家” 的工地宿舍内设立了 “探亲
间”， 工人们在外地的家人到这里
探望可以一同居住 ， 同时工地还
为在工地工作的夫妻们设立 了
“夫妻房”。 （8月25日中新网）

毋庸讳言， 受制于居住条件，
农民工夫妇大多只能两地分居 ，
即使探亲期间， 也不能过正常的家
庭生活， 让生活失去了应有的情调和乐
趣， 也增加了生活成本。 “夫妻房” 实
实在在地体现了对农民工的人性化
关怀， 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这也是真心留住农民工的体
现。 如今 ， 许多地区面临 “用工
荒”、 招工难， 劳动力紧缺尤其在
经济发达地区十分突出 。 为了留
住他们 ， 也都采取了不少吸引农
民工的举措 。 但是 ， 除了薪酬 ，

在衣食住行等福利的诸多方面中，
“住” 是应当着力解决的重点， 农
民工要在异乡客壤安顿下来 ， 首
先面临的就是居住问题 ， 尤其是
家庭式的居住 。 而只靠农民工自
己的力量， 这显然是难以解决的。
也因此， 工地设立 “夫妻房”， 实
在是深得农民工之心。

如今， 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
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 ， 管理
者与工人的关系融洽而和谐 ， 而
企业也因此而兴旺发达 。 当然 ，
也有不少的无良老板 ， 依然利欲
熏心 ， 而且还往往只盯着眼前的
那点利益 ， 以至总是本末倒置 ，
把工人只当作创造更多利润的工
具。 当现在尤其是农民工的居住
条件依然并不理想 ， “夫妻房 ”
无疑极具示范意义。 □钱夙伟

“‘开学季 ’ 简直就是 ‘烧钱
季’ 啊 ！ 开学前的各种花销让我
几个月的工资一下子就全没 影
了。” 职工刘艳向记者抱怨， 孩子
除了像以前一样 ， 要求更换更高
端的电子产品外 ， 又有了很多新
想法 。 经过调查 ， 本报记者也了
解到很多开学季的 “新高配”， 开
销惊人不说， 项目更是多种多样。
（8月25日本报7版）

平心而论， 随着经济发展和家
庭条件的改善 ， 入学装备升级换
代也在情理之中。 但在面子文化、
攀比风气浓厚的社会氛围下 ， 我
们不难发现 “开学经济 ” 最终带
给学生和家长的 ， 不仅仅是一份
“血拼” 后的沉重额外负担， 更有
一种无奈的浪费 。 对学生而言 ，

装备的与其说是学习用品 ， 不如
说是自己的 “面子”， 别人有的自
己一定要有 ， 别人没有的 ， 则更
能显示出自己的超前消费。

“开学经济 ” 到底经济了谁 ，
相信每个商家都心知肚明 ， 只是
咱学生和家长遭了罪 。 所以 ， 笔
者认为 ， 家长在为上大学的孩子
购买数码产品时 ， 应该把握这样
一个原则 ： 只有真正用得着的 ，
才予以考虑 。 同时 ， 每个家庭还
应当教会孩子正确认识金钱以及
正确使用金钱 ， 并按照自己的家
庭能力和消费需要量力而行 ， 把
握消费的出发点 ， 不为天花乱坠
的广告迷惑 ， 不受花样繁多的营
销手段诱惑 。 也唯其如此 ， 才能
不被攀比之风 “绑架”。 □祝建波

�4金！
曾正超焊接项目金牌，玉海龙、林春泷、钟世雄

制造团队挑战项目金牌，聂风美发项目金牌，杨金
龙汽车喷漆项目金牌……

自8月19日从43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举办地巴西
回国后，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团长、人社部职
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在一遍一遍地到处介绍
世赛参赛选手。

“金牌‘零’突破，这代表着我们在顶尖的技术
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在顶尖技术人才培养上在和
世界路径接轨，这和奥运会上许海峰射下‘第一金’
意义几乎一样的。”张立新说。（《工人日报》）

中国技工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勇夺金牌，对中国
的价值与意义究竟有多大？这里不妨借用习近平总
书记的一句话作为论证———“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
工的大国，我们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

习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国家工业化
发展与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之间内在关系，阐明了建
设高水平技工队伍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

在国际上，世界技能大赛可是大名鼎鼎，有“技
能奥林匹克”之称，成立于1950年的世界技能组织
目前有72个成员国家和地区，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
技能大赛。

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此前两次参赛，中
国共收获2枚银牌。 此次4金6银3铜、12个优胜奖的
成绩不仅实现金牌“零”突破，总“牌”数也上了一个
台阶。谈完成绩，张立新和世赛专家团队总是不忘
强调，“面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全面实施技能强国
要求，我们的技术工人是急缺的，我们的技能水平
总体是不高的，我们的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重视和支
持是不够的。” 张立新等世界技能大赛团队成员的
恳切呼吁， 道出了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深层次问
题。

先看我国技工队伍培养的现状：据统计，目前
我国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其中初级工、中级工和
高级工的占比分别为60%、35%和5%，而发达国家的
占比是15%、50%、35%， 与之相比我们有很大差距。
全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人到3300万人之间。

再看技工院校的报考窘况：同样是上面的那位
张立新司长， 去年在答复媒体记者采访时公开指
出，“招生难、生均拨款不到位、师生待遇不平等等
问题，明显制约了技工院校的发展，甚至使技工院
校发展步入了困境。”据了解，全国绝大多数省份技
工学校无法列入中职招生计划，技师学院无法列入
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甚至在高考的时候查不到学校
的招生代码。

我国青年技工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实现金牌零
的突破，当然可喜可贺。然而，比赛成绩与我国第一
制造业大国还很不相称的背后，则凸显了我国技工
培养的体制机制和环境瓶颈难题。

思路永远决定出路。技工培养的体制性矛盾的
首要问题，还在于社会的思想观念，即究竟该把技
工培养究竟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

笔者由此有了这样的畅想：为了奋勇争夺奥运
金牌，通过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
界上数一数二的奥运金牌大国。那么，我们何不借
鉴这样的经验和做法， 通过竞争世界技能大赛金
牌，旋起一股钻研高精尖技能的热潮，让越来越多
的人相信技能有为的理念，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像崇
拜体育奥运冠军一样崇拜技能冠军呢？

有梦想才会有方向。 真希望中国人也尽早拿出属
于自己的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梦，引领中国技工奋力冲顶，带
动中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技能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