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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 职业教育是一些人迫
不得已的选择； 如今， 职业教育
成了更多人心甘情愿的选择。

近年来， 浙江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 政府与院校形成 “良性互
动”，深入推进各项体制机制改革，为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人才支持和服务支撑。

“我喜欢自己 的 学 校 和 专
业 ” “有一技之长 ， 心不会太
飘” ……在浙江， 职业教育改变
了很多人的命运， 让他们在 “另
一条路上” 走出辉煌。

职业教育改变 “命运”
1990年出生的满浩洋， 27岁

成为宁波银行一级支行副行长；
“00后” 职教生顾敏辉， 曾经是
沉迷网吧的 “问题少年”， 如今，
他痴迷于工业机器人制造， 被许
多企业争抢。

在浙江372所职业院校、 35.3
万名在校职教生中， 满浩洋、 顾
敏辉这样的毕业生不占少数。 他
们成为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推进 “两个高水平” 建设的重要
生力军。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 在促
进全省就业、 改善民生、 推动产
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

作用。” 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
厅长陈根芳说， “我们坚持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 不断优化 ‘工匠
精神’ 培育环境， 将创新创业教
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毕业生
的综合素质、 专业能力、 就业质
量等明显提高。”

数据显示， 近年来， 浙江省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为97%以
上， 中职学校省内就业率为92%
以上， 且高质量就业、 进入企业
核心管理层比例不断增加。

在 “五千行长同一个母校 ”
的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 记者发
现， “以学生为本” 的办学理念
得到充分体现 。 学工部牵头的
“学生千日成长工程” 贯穿了学
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过程 ；
“明理学院” “淑女学院” 等载
体， 较好地实现了全方位育人的
目标和尊严感、 使命感教育。

“做一行，就要对这行有深入
的了解” “有些事情，需要一种笨
拙的坚持”“什么阶段达到什么目
标， 都要有个计划” ……满浩洋
说， 这些品质都离不开母校浙江
金融职业学院的培养。

职业教育催生 “变革”
如何在政府管理与院校办学

间形成 “良性互动”， 是浙江职
业 教 育 改 革 始 终 探 索 的 重 要
议题。

记者调查发现， 为了能够更
好地推动职业院校办学主动性，
浙江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
构建稳定的基本支出保障制度，
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奖补机制，
强化以专业为核心导向的支持体
系， 完善以项目工程为引领的激
励机制……

“浙江职业教育改革能有今
天的成绩 ， 离不开政府 ‘有所
为， 有所不为’ 的明确态度。 在
落实中央决策和经费保障上毫不
含糊， 又给学校充分的办学和用
人自主权， 鼓励学校根据自身定
位和特色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全国高职研究会会长周建松说。

以校企合作办学方面的体制
机制创新为例， 浙江职业院校在
现代学徒制、 职教集团、 混合所
有制办学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实
践， 获得了专家赞扬。

得益于职业院校与行业、 企
业共建共办，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与亚洲最大的注塑机生产企业海
天集团共建海天学院； 温州职业
技术学院与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
联办了中国鞋都技术学院等5个

二级学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融
入网络经济优势发展的产业集聚
区金义都市新区， 创办了 “金义
网络经济学院”。

“我们让学校和企业真正成
为 ‘利益共同体’， 走出了一条
符合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需
求的发展道路。 在此基础上构建
六大产教融高端平台， 更好地承
载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 服务市
场的功能。”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胡正明说。

得益于创新灵活的办学机
制， 更多企业以资本、 技术、 管
理、 设备等要素参与职业院校办
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更多的行业
专家、 技能大师， 甚至名校毕业
的教授博导， 加入职业院校的专
业建设、 课程开发和人才培养。

职业教育带来 “信心”
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见到

“浙江省技能大师 ” 章跃洪时 ，
他正在实训基地与东京大学归国
的特聘教授朱日明探讨重工机械
“心脏” 部件的工艺改良问题。

“在我看来， 精益求精 、 脚
踏实地， 是大国工匠最重要的品
质。” 章跃洪说， 现在的职业教
育大环境有了改善， 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与服务产业发展的契合度
不断提升 ， 无论是导师还是学
生， 对选择的行业和自身的前途
命运， 都有了更大的信心。

“过去， 社会上一提职业教
育，总有偏见和误区。随着国家整
体经济技术水平发展和制造业、
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优质职业教
育所提供的技术、 智力和管理支
撑，将越来越重要。 ”浙江金融职
业学院教务处处长孙德兰说。

据悉， “十三五” 期间， 浙
江将重点实施职业教育 “三名工
程 ” （名校 、 名师 、 名专业 ），
遴选建设20所优质高职院校， 50
所省级中职名校； 培育100名中
职教学名师、 100名中职技能大
师及100个 “名师工作室” 和100
个 “大师工作室”； 扶持建设200
个中职名专业。

“信息技术变革 、 新工业革
命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现实需
求， 给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重
大机遇和挑战。” 陈根芳说， 浙
江将深入推进职教改革的 创 新
探 索 ， 在 招 生 就 业 、 产 教 融
合 、 经 费 投 入 保 障 和 教 师 职
务 评 审 等 方 面 ， 进 一 步 破 除
体制机制障碍。

据新华社

“另一条路上”走出的辉煌
———浙江职业教育改革纪实

最近一段时间，人造肉这一新
鲜词走进大众视野。人造肉到底是
什么？未来会走向百姓餐桌吗？

人造肉是什么？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 “新华

视点” 记者采访时表示 ， 人造肉
只是方便大众理解的表述 ， 严谨
地说， 所谓人造肉指的是植物蛋
白肉以及清洁肉两类 ， 也有的称
之为素肉和试管肉。

———植物蛋白肉 ， 或称植物
肉、 素肉， 即利用植物蛋白原料，
主要是大豆蛋白、 小麦蛋白 、 豌
豆蛋白等， 添加由酵母合成的植
物性血红蛋白来制作。

鳗鱼 、 烤肉串 、 无锡小排 、
糖醋里脊……在北京一些环境雅
致的素菜馆， 用植物蛋白 、 蘑菇
等制作出来的植物肉经过烹调 ，
不仅外观可以以假乱真 ， 吃起来
口感也很相似。 经常光顾素菜馆
的北京市民何先生说 ， 素菜吃起
来感觉健康些， 也过了吃肉的口
舌之瘾。

在 美 国 拉 斯 维 加 斯 举 行 的
2019年美国消费电子展的会场外，
快餐卡车上的牛肉汉堡并不是普
通的牛肉汉堡， 人们闻到的牛肉
香其实来自人造肉。 美国Impossi鄄
ble Foods公司发布的新款牛肉汉
堡， 完全不含胆固醇 、 动物激素
和抗生素等， 与传统牛肉汉堡相
比， 热量更低， 属于植物肉。

———清洁肉 ， 是利用动物体
内分离得到的成肌细胞或全能干
细胞 ， 将其置于营养液中培养 ，
以促使其形成类似肌肉的组织 ，
其外观、 口感类似于传统肉 。 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研究员张波说， 对于这种被称为
清洁肉或试管肉的产品 ， 美国 、
荷兰科研人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

人类为何研究人造肉技术？
全球知名科技评论期刊 《麻

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 》 发布2019
年 “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 ”， 其
中 ， 人造肉汉堡与核能新浪潮 、
定制癌症疫苗等一起入选。

“这肯定了植物原料替代肉类
的技术性突破。” 中国植物性食品
产业联盟秘书长薛岩说 ， 随着对
环境的关注， 对自身健康的追求，
人们希望用植物原料代替动物 ，
既满足味觉需求， 又降低食品产
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 减少
能耗。

实际上 ， 人造肉并不高深 ，
而且早有应用 。 薛 岩 说 ， 我 们
所熟知的午餐肉、 火腿肠等都有
大豆蛋白 的 填 充 ， 这 些 都 是 从
豆粕加工而来。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副教
授李健认为，人造肉兴起的背后是
人类饮食方式、 消费方式的变革，
也是替代食品市场崛起的标志。消
费者对人造肉的理解、接受程度以
及食品价格的合理性，将是该技术
能否拥有未来市场的关键。

“客观来说， 在现阶段， 人造
肉等合成食品主要解决的不是粮
食问题， 而是更多的文化问题和
社会健康需求。” 美国靛蓝农业首
席执行官兼董事大卫·帕里表示。

当前人造肉技术发展如何 ？
记者在中国知网以人造肉为关键
词检索， 发现多篇学术文章 。 其
中， 《人造肉大规模生产的商品
化技术》 一文指出 ： 相关产品的
市场认可度还很低 ， 根本原因是
现阶段人造肉制品还无法逼真地
模拟真肉的品质 。 要想生产符合
大众需求的人造肉制品 ， 必须要
对人造肉制品进行一系列的商品

化加工和重塑成型处理 。 对于肉
的颜色问题， 国内外正对血红素
及不同来源的血红蛋白生物合成
进行研究， 但仍未达到进行大规
模生产的条件。

多位科研工作者认为 ， 当前
模拟出真肉的口感是比较难的 。
“我们可以用植物蛋白做成牛肉
饼， 但是很难做出牛排、 红烧肉、
红烧排骨， 如何模拟出真肉的口
感 是 当 前 科 研 攻 关 的 重 点 之
一。”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
心副主任钟凯说。

张波认为 ， “植物蛋白与动
物蛋白营养成分有差异 ， 如何提
取营养素保证人造肉的营养成分，
也是当前研发重点。”

人造肉会走向百姓餐桌吗？
未来人造肉真的会走向百姓

餐桌， 成为肉类的替代吗？
有持乐观态度的业界人士认

为， 从长远看 ， 在解决了吃饱问
题后， 消费者更关注吃得更健康。 人
造肉含有更高的蛋白质 ， 较低的
脂肪， 属于蛋白质良好来源食物。
随着人们对营养健康的重视 ， 素
食植物肉有一定的市场基础和消
费群体。

但多数专家表示，目前大规模
用人造肉类替代肉类仍然比较困
难。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人造肉更
像个商业噱头。农业农村部食物与
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锐说，
要开发感官与真实肉制品类似的
植物肉，生产技术要求较高 。对于
用动物细胞或组织培养的清洁肉，
模拟体内的生理环境 ， 在无菌 、
适温和丰富的营养条件下 ， 使离
体细胞或者组织生存 、 生长并维
持结构，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成熟
产品， 消费者是否能够接受还未
知，市场前景也不明了。 据新华社

人造肉未来会走向百姓餐桌吗？
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国

家气候中心获悉， 南海夏季风
已于5月第2候爆发， 爆发日期较
常年（5月23日左右）明显偏早。
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意味着我国
东部即将全面进入主汛期。专
家预测， 今年长江中下游和太
湖流域可能出现较重汛情。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
高辉介绍， 我国位于亚澳季风
区， 夏季东部地区气候主要受
夏季风影响。季风爆发后的两周
内，季风气流将携带更为充沛的
暖湿水汽从热带印度洋和南海
输送到东亚大陆， 长江以南地
区对流性强降水过程将增多。

高辉说， 主汛期是一个时
间概念， 对东部地区而言通常
指6至8月，但我国地域辽阔，气
候复杂， 各地雨季起讫时间并
不一样。 例如华南地区有前汛
期和后汛期之分， 长江流域梅
雨主要出现在6至7月， 而人们
常说的“七下八上”主要是我国
北方地区降水最集中的时段。

高辉表示 ， 从目前预测

看， 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
体偏差， 降水呈 “南多北少”
分布 ，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
多， 旱涝灾害较重。 主要多雨
中心位于江淮至江南北部及江
汉南部， 长江中下游和太湖流
域可能出现较重汛情。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 ，
2018年9月以来， 赤道中东太
平洋发生过一次厄尔尼诺事
件， 预计该事件将持续到今年
夏季。 这是不是影响今年汛情
的原因？

高辉表示， 厄尔尼诺事件
确实会影响到我国部分地区的
气候异常， 但这种影响主要是
气候尺度的影响， 而不是某一
次天气过程。同时，厄尔尼诺并
不是短期气候预测中的唯一参
考因子。对我国气候来说，无论
是夏季的旱涝， 还是冬季的冷
暖， 都会受到高-中-低纬度大
气环流的协同作用。 这其中的一
些环流会受到厄尔尼诺的影
响， 一些则受到其它海区海温
或其它因素如极冰、积雪的影响。

专家预测今年我国汛期早、汛情重

新华社电 上海人社部门
21日宣布 ， 根据最新印发的
《关于调整本市夏季高温津贴
标准的通知》， 上海夏季高温
津贴标准从 200元/月调整为
300元/月 ， 执行时间为每年6
月1日至9月30日， 共四个月。

通知要求， 企业每年6月至9
月安排劳动者露天工作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33℃以下的 （不含33℃）， 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夏季高温津
贴。 对于劳动者工作场所的性

质难以确定的特殊情况， 企业
应结合实际， 通过工资集体协商
等形式， 合理制定发放办法。

通知明确， 夏季高温津贴
纳入工资总额， 企业在发放夏
季高温津贴的同时， 应继续做
好工作现场清凉饮料的供应。

夏季高温津贴标准的调
整， 考虑了近年来上海经济发
展 、物价上涨等 因 素 ，听取了
各方面的意见，旨在更好地保障
夏季高温作业劳动者的权益，同
时也兼顾了企业的承受能力。

上海6月1日起上调夏季高温津贴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