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尴尬：
迫不得已才吃的“最后一碗饭”

６００余名在校生、６０００余平方
米的实训基地和实习车间， 各式
车、铣床、焊机６０余台，辽宁省鞍
山市岫岩县职教中心校长王刚对
记者说， 学校免除了农村生源学
生的全部学杂费， 涉农专业和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每年还能获得
２０００元助学金，学生就业率１００％。

政策扶持、行业助推、就业通
畅……然而， 结果是大量职业学
校依然“招不来人”。原因很简单：
在许多人眼中， 中职教育仍是迫
不得已才吃的“最后一碗饭”。

武汉市民刘先生的儿子今年
中考刚够民办高中的录取分数
线， 尽管周边许多朋友建议他把
儿子送去 “３＋２” 的中职学校 ，
三年后不用参加高考， 可以直接
升入高职， 但刘先生还是交了几
万元的学费去读民办高中。 他告
诉记者， 家里就一个儿子， 不管
学习成绩多差， 还是希望他能参
加高考， 不管考个啥样的学校，
说出去都好听一下。 “总觉得读
中职差人一等。”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５北京中考录
取率达９７％， 其中中专 、 技校 、

职业高中和五年制高职等职技类
学 校 招 生 计 划 ３０６３８人 ， 录 取
１７０３３人， 仅完成５５．６％。

转变：
是否会随“学费全免”到来？

据了解， 国家对中等职业教
育已经建立了 “以免学费为主，
国家助学金、 校内奖学金为辅 ”
的助学政策体系。

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 中央财政
共安排国家助学金 ４４７．６亿元 ，
中职学校３０％的学生享受了国家
助学金资助 ； 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 ，
中央财政共安排免学费补助资金
１９５．３亿元， 中职学校９０％的学生

享受了免学费政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表

示， 此次 “十三五” 规划建议中
强调免学费 “全覆盖”， 进一步
体现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实际
上， 除了免学费， 增加财政投入
外， 各地也陆续出台政策措施扶
持中职教育发展壮大。 但对许多
家长来说， 孩子考进高中而不落
入职校， 仍是一条 “底线”。

武汉二轻工业学校校长周平
坦言， 随着经济发展， 家庭收入
水平有很大提高， 学费对家庭选
择读中职有一定影响， 但不是决
定因素。 “家长们更看重将来的
就业情况。” 周平说， 武汉制造

业最缺人， 一些家长认为当工人
很辛苦， 宁可让孩子去超市当营
业员， 也不愿意让他们当工人。

解困：
除了“钱”还应做什么？

部分职校负责人和业内专家
表示， 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迫切需要，一方面是传统思维“定
势难改”和学生“被迫分流”的客
观现实， 要从政策引导、 招生改
革、就业推动等多渠道入手，全面
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加
快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不少受访职业学校校长建
议， 职业教育迫切需要教学和技

能都过硬的双师型人才， 应改进招
录办法，吸引有实操经验的教师。

此外， 应进一步探索促进职
教与普教协调、 融合发展之路。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院长鲍风
雨说， 当前学龄人口逐年下降，
高中阶段教育中普通教育、 职业
教育的生源总体下降。 在此背景
下， 可以探索促进普职教育融合
发展， 让学生有更多选择。

鲍风雨举例说， 在美国等西
方国家， 学校之间学分互认早已
成为常态， 家庭贫困或学习困难
的学生可以通过读社区学院等学
校获取学分， 以此为基础申请到
更高水平的学校就读。 我国也可
以探索建立学分互认制度， 拓宽
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学生
互相转学、 升学的渠道， 使有能
力、 有愿望的学生尽展其才、 各
个成才。 据新华社

这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尴尬： 尽管很多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 但许多职校却深陷生
源不足的窘境， 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招生规模的比例逐年拉大……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亮点： “十三五” 规划建议中醒目提出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

公众在关注， 社会在期待。 免除学杂费能否吸引和鼓励更多初中毕业生接受中职
教育？ 职业教育何时能真正走出困局？ 职校生， 能否撕掉 “失败者” 的标签？

山东大雾致高速公路２００余个收费站关闭； 北
京单站ＰＭ２．５浓度近千， 年内首次发布大雾、 霾、
空气重污染三个橙色预警……华北多地雾霾爆表，
程度之重创今年纪录。

雾霾之下， 一些地方启动紧急预案减少颗粒物
排放， 加大环境违法处罚力度， 北京中小学停止户
外活动， 部分学校自行停课。 然而， 仍有个别企业
心存侥幸， 违规排放、 停开环保设备。 本轮雾霾天
气为何来势凶猛？ 面对重重考验， “清新中国” 未
来如何实现？

能否摘掉“低人一等”的标签
职业教育“免费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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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ＰＭ２.５爆表
出了什么？

１２月１日，北京市空气污染过
程仍在继续，首次齐发空气重污
染 、 霾 和 大 雾 三 个 “ 橙 色 预
警 ”，市民深感 “呼吸之痛”。

据记者了解， 近年来， 环保
部先后发布了多个指导意见， 指
导各地及时制定并完善重污染天
气条件下的应急预案， 根据污染
级别， 建立响应机制。 根据北京
市规定， 蓝色、 黄色、 橙色、 红
色预警分别指预测空气重污染持
续１天、 ２天、 ３天、 及３天 （７２小
时） 以上。 不同的预警级别意味
着不同的治霾措施程度。 例如，
“橙色预警” 时， 实施包括停工、
停产在内的 “四停” 措施； 发布
一级 “红色预警” 时， 进一步严

格 “四停” 措施的同时， 企事业
单位根据空气重污染情况可实行
弹性工作制。

对于市民的疑惑， 北京市环
保局应急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事
实上， 橙色预警已经包括了大量
强制性减排措施，只要认真落实，
减排力度一样大。同时，相对于红
色预警， 启动时将实施机动车单
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橙色预警
对市民日常生活影响更小。 ”

事实上， 关于是否要从 “橙
色预警” 升级到 “红色预警” 这
一问题的争论， 它关乎的不仅仅
是相关部门的 “面子问题”， 更
应当是为未来发展模式敲响的一
记警钟。

治理雾霾， 已经成为一场严
峻的 “呼吸保卫战 ”。 近 年 来 ，
环 保 国 策 入 法 、 污 染 信 息 公
开 、 按 日 计 罚 ， 政 绩 考 核 方
面 ， 各 地 政 府 已 经 向 着 加 大
资 源 消 耗 、 环 境 损 害 、 产 能
过 剩 等 指 标 的 考 核 权 重 转 变
…… 随 着一项项政策和制度的
改进， 人们期待未来的空气质量
会逐渐好转。

此外， 在区域经济迅速发展
的当下， 有专家建议， 唯有打破
治污 “一亩三分地”， 走好 “全
国一盘棋”， 启动碳排放交易权，
运用市场化手段降污， 如此或能
缓解 “雾霾中国 ” 的 “呼吸之
痛”。 据新华社

１１月２９日， 北京发布今年首
个橙色预警； ３０日， 河北、 天津
陆续发布橙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
预测， １２月１日下午至夜间， 为
污染最强时段。

雾霾之下， 一些地方纷纷启
动应急预案， 北京市教委启动空
气重污染应急橙色预警指令， 要
求学校停止户外活动， 并根据所
在地区情况自行调整课程安排。
部分学校已启动 “停课不停学”
预案。 在连续雾霾天里， 这样的
应急措施既是必要之选， 也是无
奈之举。

此外， 北京市按照 《北京市
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 启动二级
应急响应措施后， 环保、 住建、
城管、 园林绿化、 交通管理等部

门分别就交通 、 施工 、 除尘降
霾、 监督检查等方面启动相关工
作。

然而， 环保部门督察和记者
调查发现， 仍有一些企业、 部门
对雾霾和部门要求 “选择性失
明”， 令大气环境不堪重负。

北京市环保局通报显示， 针
对当时空气重污染预警的应急措
施落实情况的督查检查中， 发现
存在土石方工地未停工、 企业生
产废气净化装置未正常运行等违
法行为。 少数企业心存侥幸， 在
夜间不正常运行或擅自停用环保
设施。 环保部派出的共１１个督察
组连日来发现， 工地违规施工、
道路扬尘严重、 企业违法排污等
现象仍然突出。

事实上， 纵观历次严重雾霾
天气期间， “高压下的违规” 屡
禁不绝。 特别是， 近年来 “雾霾
下乡” 趋势突出， 一些企业为逃
避督察、 降低环境违规成本， 将
厂子迁到偏远乡下， 给本就脆弱
的农村生态带来巨大压力， 也给
检查带来重重障碍。

据记者了解， 针对冬季大气
污染特点， 北京市于１１月初至明
年３月底开展大气污染专项执法
季行动， 重点对锅炉排放情况、
在线监控设备运行情况、 燃煤锅
炉房煤质情况、 无照生产销售劣
质散煤 、 经营性小煤炉 、 重点
ＶＯＣＳ排放单位、 露天焚烧垃圾
枯草树叶等七项重点大气类环境
违法行为， 进行精准打击。

１１月２７日开始， 今年以来最
严重的污染过程已持续至第５天。
雾霾面积一度扩大到５３万平 方
公里 ，京津冀至关中平原多地
ＰＭ２．５爆表，１１月３０日当天北京３５
个监测站２３个达六级严重污染。

一些地标性建筑凭空 “消
失”，两栋相隔几十米的大楼竟然
“互不相望”， 车辆行驶至十字路
口却看不清楚交通灯指示， 医院
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多……在连续
阴暗灰霾的天色中， 人们纷纷将
自己 “武装 ”起来 ，空气净化器 、
ＰＭ２．５活性炭口罩， 与防霾有关
的商品迎来销售“井喷”。

在北京，此轮雾霾存在“两次
明显跃升现象”，污染浓度大幅波
动， 并出现极端峰值。“第一次跃
升发生在２６日１８时至２７日， 空气
质量由‘二级良’直接跨４级跃升
为‘六级严重污染’；第二次跃升
发生在３０日，１２小时内增长近１０
倍。”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
大伟介绍说，“南部地区部分站点
则出现超过９００微克每立方米的
极端峰值污染浓度。”

“雾霾前大气中可容纳污染
物的‘混合层’高度约为几公里，
雾霾来时‘混合层’急剧压缩为几
百米，扩散空间垂直高度骤减，污
染物浓度瞬间飙升。”张大伟说。

一时间，“供暖性雾霾” 成了
网络热词。对此，住建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 供暖只是压垮空气质量
的“最后一根稻草”，取暖结构不
合理和区域性燃煤污染是主因。

该负责人表示， 我国北方绝
大部分城镇和农村建筑的采暖是
依靠燃煤，而且存在大量低质煤。
城市大院、 农村民宅使用的独立
小锅炉比较多。 而据北京市环保
监测中心研判，本次重污染期间，
与燃煤污染排放关系较为密切的
有机物、 黑炭等浓度增长曲线基
本同步， 反映出区域燃煤污染的
重要影响。

２０１５年是有历史统计以来的
“最强厄尔尼诺年”，１１月华北地
区多次强降雪， 化雪后华北地区
大范围处于 “高湿度”“低风速”
“强逆温” 的极端不利气象条件，
助推了污染持续积累。

今年最重雾霾袭来

应急预案纷纷出台 重压下仍有企业 “伸出黑手”

三个 “橙色预警” 齐发 “呼吸之痛” 何时缓解？

曝

地标凭空“消失” 多因素助推持续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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