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5年来， 学校承担了17个
国家级项目， 其中11项国家级科
研项目、 6项国家级教研教改项
目。 没错， 职业院校也可以做科
研， 同样能做出成绩。” 说起近
些年来发展，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院长王鑫底气十足。

在这背后， 是学校多年坚持
科研立校、 恪守将专业建在产业
群上的办学方针。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是
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
省属高职院校。 历经多年发展 ，
学校现已成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院校 （A档） 建设单位、 国家
优质校、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中
的优秀院校， 拥有1个国家级精

品专业、 2个教育部教学改革试
点专业和9个国家示范建设专业
等， 还建有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农产
品贮运保鲜技术重点实验室、 山
东省云商务大数据工程中心等高
端研究平台。

王鑫已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
年， 见证了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今年高考招生，学校录取平均分
440多分，超过了山东本科普通类
一段线。”王鑫说，如今学校在校
生约1.8万人 。每年就业季 ，她都
会接到许多企业负责人的电话，
希望推荐毕业生到企业工作。“后
来， 有的企业就想着干脆和学校
共建产教融合学院吧。”

“职业教育办得有声有色，
关键是我们专业办得好。” 学校
冷链物流与供应链产业学院院长
孙婕说， 就拿自己的二级学院来
说， 下设制冷、 自动化、 物流、
冷链四个专业方向， 横跨装备制
造、 财经商贸两大学科门类。 制
冷专业也是学校的老牌专业， 还
获得联合国环境署资助， 建有中
国制冷维修行业良好操作国家级
培训中心， 组建智慧冷链物流专
业群。

聚焦产业链而不是依照学科
门类来设置专业， 会带来哪些不
同呢？ 学校科研及技术成果转化
处副处长于怀智举了一个例子。
山东蒙阴县是国内蜜桃的生产大

县 ， 却一度在鲜果运输上犯了
难， 一集装箱的鲜桃历经30多天
运抵中东 ， 只剩下约 50%的好
果。

学校科研团队几经攻关， 从
采摘开始到运输卸货， 形成了一
整套冷藏流程与技术规范。 “比
如鲜桃一离开枝头， 就要进入预
冷环节， 套上特制保鲜袋。 对集
装箱 、 气调库也有具体要求 。”
于怀智说， 正是这种聚点成线连
成面的技术创新， 让鲜桃漂洋过
海后的好果率达到95%以上， 直
接带动果农增收致富。

“在学校， 有企业工程师给
我们上课， 还能出去参加大赛长
见识。 家里人也支持我继续在这

条路上走下去， 学好一门技艺。”
21岁的赵其强， 是学校2020级制
冷与空调技术专业学生。 这个暑
假， 他已在一家知名空调设备制
造商实习实训。

日前举行的世界职业技术教
育发展大会 ， 形成了 《天津倡
议》。 倡议强调， 职业教育要与
终身教育相结合， 与产业链条相
契合， 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
融合， 要加快数字化转型， 强化
数字技能、 绿色技能培养。

“这就是我们多年践行并将
继续坚持的发展之路。” 王鑫说，
相信作为类型教育的一种， 职业
教育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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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职业院校5年承担17个国家级项目

关机不断电 电表悄悄走

受访专家指出， 在当前电力
供需形势持续偏紧的情况下， 遏
制待机能耗浪费有着现实性和紧
迫性。 减少不必要的待机能耗浪
费， 能够减少煤炭消费， 降低碳
排放， 还可以降低基础负荷， 缓
解用电高峰期的负荷压力。

“待机能耗带来的电费花销
不大， 容易被用户忽视。” 张敏
表示， 但对无意义、 不必要、 不
产生价值的待机能耗浪费要坚决
遏制。

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
程学院教授韩肖清建议， 加大相

关节能技术的研发 、 应用和推
广。 “技术革新是有效降低待机
能耗的重要途径， 应鼓励科研院
所、 企业开发出更多低待机耗电
技术， 并推动相关技术的应用推
广。”

王飞说， 我国的能效标识制
度对推动企业降低产品待机能耗
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当前各类新
的电器产品层出不穷， 对于那些
市场成熟度较高且待机能耗较大
的新产品， 应当及时纳入国家强
制性准入标准 ， 引导其节能发
展。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生活电
器检测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兆明表
示， 对于企业宣传的节能指标，
在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抽查的
同时， 还可充分发挥第三方检测
机构的作用， 对以待机功率为代
表的能效、 节能等指标进行客观
评价， 起到监督、 激励作用。

多位受访者还提出， 应进一
步强化群众节能知识和节约意
识， 同时也为培养节能习惯创造
条件， 引导群众养成节能生活方
式。

据新华社

———防止待机能耗成“隐藏的浪费”

家里的电器没使用， 电表却在悄悄走， 很多人还不知
道， 这个现象就是待机能耗。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 我国
待机能耗浪费现象较为普遍， 而公众对这一浪费的认识
严重不足， 须防止待机能耗成 “隐藏的浪费”。

李先生的工作需要常年出
差，不久前他发现家里即使没人、
电器全关，也会每月走约十度电，
几次检查都没能找到原因， 于是
联系了电力部门上门检查。原来，
是家中的中央空调在 “作怪”，虽
然每次出门李先生都会把空调关
上， 但通电待机的中央空调仍会
产生不小的待机能耗。

没有运行使用却仍连着电
源， 由此带来的电耗被称为待机
能耗。 与电器在使用中产生的有
效能耗不同， 待机能耗基本是一

种能源浪费， 而且往往是一种不
易被发现的 “隐藏的浪费”。

记者随机走访了十余户家
庭， 发现待机能耗浪费的情况较
为普遍。 除一两户老年家庭外，
多数家庭的电视机、 机顶盒都只
用遥控器关掉， 并没有关掉开关
或切断电源； 空调、 油烟机、 洗
衣机这些常用家电都是全年通电
待机状态。 记者还发现， 过半家
庭的电热水器、 小厨宝都是24小
时运行， 即便人不在家时也不会
关掉。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太原供
电公司客户经理杨佳伟告诉记
者， 据他观察， 很多家庭都不会
留意到待机状态下的电力消耗。
“比如说空调， 北方大部分家庭
除了夏季其他时间很少使用， 但
是很少有人会把插销拔掉， 有的
人不知道这样还会耗电， 有的人
知道， 但是不在意。”

采访中记者问到对自家待机
能耗量的了解 ， 多数用户表示
“不太清楚” “应该没多少” 或
“从来没关注过”。

受访人士指出， 待机能耗难
以被察觉， 是因为这是一种 “积
少成多” 的浪费。 杨佳伟告诉记
者， 以一部待机功率12W的路由
器为例， 如果按每日待机时间15
小时计算， 那么一个路由器一天
的待机能耗是0.18度电， 看起来
好像不多， 但一年下来就要耗费
65.7度电。 “两三年的待机耗电
量算下来， 就够再买一部路由器
了。”

为估算待机能耗总量， 记者
进行了多方采访。 海尔空气产业

性能研究所所长王飞表示， 其团
队曾对常见家用电器待机能耗做
过测算， 将一户家庭的空调、 洗
衣机、 电视、 微波炉、 电饭煲五
类电器进行计算 ， 待机功率在
12W到15W， 待机能耗大约是 3
到 5天一度电 ， 即每天 0.2度到
0.33度电。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敏为记者
做了简单测算。 将城镇家庭常见
的电视机、 机顶盒、 路由器等12
种电器计算在内， 一户家庭每天

的待机能耗约0.86度电。 如果将
一直运行却未使用的电热水器、
小厨宝加入， 一户家庭每日浪费
的能耗可达到1.52度电。

记者还邀请了多位长年上户
服务的电力客户经理进行估算，
反馈结果显示， 每户日待机能耗
量在0.3度到1度电之间。

综合来看， 即便按照每户日
待机能耗0.2度电计算， 一个500
万人口的城市 (按190万家庭户
计 )， 全年待机能耗近1.39亿度
电。

离家一月走了十度电 待机能耗浪费现象需重视

待机能耗积少成多 总量巨大

亟待遏制不必要的待机能耗浪费

德国 “双元制” 职业教育
历史悠久、 发展成熟， 在世界
职业教育领域颇具影响力。 这
种模式将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
紧密结合， 既让企业能按需培
养未来员工， 也让学生能在培
训后对口就业， 是支撑德国经
济， 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基础之一。

新冠疫情对 “双元制” 模
式造成一定冲击， 德国政府为
此出台政策加以应对。 专家认
为， 受疫情影响， 数字技术将
在未来职业教育中发挥更重要
的作用。

所谓 “双 元 制 ” 教 育 ，
“一元” 指职业学校， 另 “一
元” 指培训企业。 接受这种职
业教育的学生要与培训企业签
订合同， 部分时间在校学习理
论知识 ， 部分时间在企业当
“学徒”， 把课堂知识应用于实
践。

通常情况下， 学生会在两
年至三年半内完成培训， 毕业
时参加评估考试， 通过后将获
得由相关行业协会颁发、 全国
承认的执业资格证书， 随后进
入之前受训企业或其他同类企
业工作。 目前， 德国共有320
多个国家承认的职业教育专
业。

早在1969年， 德国便出台
了 《职业教育法》， 该法与其
他相关法规一起 ， 为如今的
“双元制” 模式奠定了制度基
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德国
与时俱进， 又引入了 “专业学
士 ” “专业硕士 ” 等学位制
度， 旨在强化职业教育和高等
教育的等值对应， 增强职业教
育的大众认可度和对年轻人的
吸引力。

德国前经济部长阿尔特迈
尔曾指出， 得益于 “双元制”
模式， 德国的青年失业率低于
欧盟其他国家 。 优秀的 “学
徒” 在18岁或19岁时就可以成
为正式的商人或熟练的工人。
“今天的 ‘学徒’ 就是明天的
专家， 他们是德国最大的优势
之一。”

但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
所主席弗里德里希·胡贝特·埃
塞尔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研究
文章中指出， 受不同职业发展
前景、 收入潜力、 职业形象等
因素影响， 某些时间或者情形
下， 德国 “双元制” 模式也会
存在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即企

业招不到合适的学生， 学生找
不到心仪的岗位。

新冠疫情也为德国 “双元
制” 模式带来了新的问题。 一
方面 ， 企业开始削减培训名
额， 另一方面， 符合条件的学
生更倾向于进入被认为 “抗风
险性” 更高的高等院校学习，
这导致德国的职业教育规模出
现萎缩。

德国政府今年5月发布的
《职业教育报告 2022》 显示 ，
去年德国新签订职业教育合同
约47.31万份， 同比增长1.2%，
但仍低于疫情前 2019年的水
平。 此外， 还有约6.32万个职
业培训名额空缺， 约2.46万名
职业教育申请学生未获得岗
位 ， 供需不匹配问题依然突
出。

德国教育和研究 部 长 贝
蒂 娜·施 塔 克 -瓦 青 格 在报
告发布后表示， 新冠疫情对德
国职业教育培训影响明显 。
尽管2021年的初步复苏迹象让
人鼓舞， 但没有资格证书的学
生仍有很多 ， 企业在填补培
训 名 额 空 缺 方 面 面 临 更 大
挑 战 。 她呼吁各方进一步努
力， 让更多年轻人参加职业教
育， 因为这事关个人的受教育
机会和德国未来的技术劳动
力。

据了解， 疫情暴发后， 德
国政府推出一系列资助计划，
支持企业界， 特别是中小企业
开展职业教育培训计划。 2022
年5月， 在德国各级政府、 企
业、 工会联合举办的 “夏季职
业培训” 推广活动期间， 德国
总理朔尔茨表示： “‘双元制’
模式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代
表着良好的职业机会和工作前
景， 也代表着进步和尊重。 它
确保了企业、 接受培训者以及
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埃塞尔在文章中指出， 新
冠疫情在冲击展会布展、 酒店
餐饮、 商务出行、 固定场所贸
易等行业的同时， 也使在线贸
易、 信息技术、 虚拟会议服务
等行业蓬勃发展， 而这种新经
济结构预计会在疫情结束后继
续维持。 因此， 职业教育的未
来发展， 将取决于培训企业如
何适应经济技术变革、 技术性
工作的日益数字化以及社会各
领域的媒介化， 并将这些变化
纳入培训中。

据新华社

新冠疫情下的
德国“双元制” 职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