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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感
受？”

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张淑雅的
眼睛里闪过一丝波澜，抿了抿嘴说：“就
是很不甘心。”

失落、沮丧，在那时似乎充斥着张
淑雅的青春。

“真的就只能这样了吗？”她也在问
自己。

2018年，从张淑雅来到天津中德应
用技术大学读高职的第一天起，她就抱
定要提升学历的想法。

“我是河南人，之前对中德也不是很
了解。”张淑雅说，“当时报中德就是了
解到这里有专升本的通道。”

在课堂上，张淑雅听老师说参加比
赛获奖就有机会直通本科，立马动心了。

报名不是什么难事，可往后的每一
步都不简单。

“进步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张淑雅
说，“与班级同学组队磨合、自学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课程，更难的还有
心态上的调整。”

对张淑雅来说，准备比赛就几乎意
味着放弃专升本考试。“可以说是背水一
战，不管多难我都要坚持下去。”就是这
个信念，支撑着张淑雅不懈努力，最终
获得天津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数控机
床装调与升级改造”项目二等奖。

凭借这一奖项，张淑雅顺利成为
2021级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一名本科学

生。今年，张淑雅即将毕业，而她也报
考了本校机械设计专业研究生，这也是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第一年招收研究
生。至此，从2015年教育部批准设立天
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作为我国第一所应
用技术大学起，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打通了从高职到本科乃至研究生层次的
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有先
进制造技术、自动化技术、航空航天技
术与服务、交通技术与服务、软件与通
信技术等九大应用型学科专业组群，现
有本科专业21个、高职专业25个。同
时，学校着力建设机械领域专业硕士学
位点，与天津理工大学、天津科技大
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高校联合
培养硕士研究生，并在今年开始独立招
收硕士研究生。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1508名，其中学历留学生89名。

刘赟宇是2011年来到天津中德应用
技术大学成为一名教师的。看着学生这
几年的变化，他感慨地说：“现在学生和
以前不一样了，能明显感到学生的眼里
有了光。”

2022级飞行器制造专业的赵霖是通
过专升本考试从高职升学至本科的，回
忆起自己准备专升本考试时，他说：“同
学们学习的动力都很足，早上7点图书
馆前就排满了学生。”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是天津职业
教育发展的先行者。作为创建国家现代

职教改革创新示范区工作的一部分，天
津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纵向衔接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启动“中高职五年系统化培
养”“3＋4中本系统培养”等多种形式
的衔接培养模式，开办15个系统化培养
试点专业。同时，天津8所职业院校与7
所本科院校联合开展技术应用型、高端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试点，并先后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设18个联合培养专
业，为培养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构建
体系。

“中高本硕”有效衔接，让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不再“分道扬镳”，也打破了过去
很多职教学生面临的学历“天花板”。

天津市目前有职业教育类本科层次
高校两所；独立设置高职院校23所，其
中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
业建设单位7所、国家示范校3所、国家
骨干校3所；中等职业学校40所，其中国
家示范校14所、国家级重点校12所。

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的“天花板”
被打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破冰起航。
1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
型、从政府主体走向多元参与、从规模
扩张走向内涵发展。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开始了地方普
通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型高校承担职业
本科教育的实践。2019年，国务院印发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
“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同年教

育部批准设置首批15所本科层次职业大
学作为试点学校，探索职业教育本科层
次办学模式。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
印发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年）》，要求进一步明确
各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定位和发展重点，
把发展本科职业教育作为完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2021年，国家

“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
育”，截至2021年 7月，全国共升格、
合并成立32所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

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职业本科招生4.14万人，比上年增
加2946人，增长7.66％，另有专科起点本
科招生1.51万人。在校生12.93万人，比
上年增加5.59万人，增长76.18％。

如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打
通了职教发展的“堵点”，让更多职教学
生享有出彩未来。

2021年全国职业本科招生4.14万人，比上年增加2946人，增长7.66%——

打破职教发展的打破职教发展的““天花板天花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馨泽郭馨泽 陈欣然陈欣然

12.93万人
2021年，职业本科招生 4.14万
人，比上年增加 2946人，增长
7.66％，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生
1.51万人。在校生 12.93万人，
比上年增加 5.59 万人，增长
76.18％

556.72万人
2021年，全国职业本专科招生人
数 556.72 万人，在校生人数
1603.03万人，分别占普通高等
学 校 招 生 数 、 在 校 生 总 数 的
55.60％和45.85％

398万人
2011—2021年，全国高职院校毕
业生人数从328万人增长至398
万人，增加了70万人

7294所
2021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教育
学校（不含技工学校）7294所，高
职（专科）学校 1486所，本科层次
职业学校 32所，其中高职 （专
科）学校比2011年增加238所

职业教育
发展迈上新台阶

码教育解解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教师魏志民正在指导学生开发智能组塔机器人项目。 本报记者 郭馨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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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21
日 讯 （记 者 郑 亚
博 任朝霞） 今天，
由复旦大学发起推动
的电影 《望道》 北京
首映礼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举行。电
影 《望道》 以 《共产
党宣言》 首个中译本
译者陈望道为核心，
讲 述 他 与 挚 友 陈 独
秀、妻子蔡慕晖以及
众多学生的故事，向
观众展示一群有志者
坚守真理与信仰的热
血担当。

为让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点燃
中国革命火种的事迹
被更多大众了解，复
旦大学联合上海电影
集团、陈望道故乡浙
江义乌市委发起拍摄
电影《望道》。作为我
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
批传播者之一，陈望
道是新中国成立后复
旦大学的首任校长，

为复旦大学种下赓续百年的红色基因。近年
来，复旦广泛挖掘红色资源，修缮陈望道旧
居，设立《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深入实施
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工程，培育“宣言精神”
忠实传人。

目前，复旦大学等高校正在广泛组织党
员和师生观影学习，复旦大学博士生讲师团
和“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联合推出《望
道》电影系列党课、思政课。在即将开展的
主题教育中，复旦将进一步用好《望道》电
影这一高质量的学习资源，让红色基因历久
弥新，彰显时代力量；进一步用好电影党课
这一鲜活的学习载体，结合研讨、宣讲、实
践等形式，融入各单位特色，上好“大思政
课”，引导党员干部、师生员工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为教育强国建设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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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365天，技术攻关上憋住
一股劲

“我认识你们，今天又通宵？”凌晨
两点，门口保安看到了大步匆匆赶回单
位的任怀德，此刻信息中心所在的楼层
依旧灯火通明。

任怀德，信息中心系统开发团队负责
人。“开发工作需要创新，但更是体力活。
我这个年龄，在企业里该退休了。常年

‘997’的强度，有时候确实感觉吃不消了，
但团队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没人叫苦
叫累。”任怀德说。

支撑政府部门的信息技术工程师经
常接到紧急系统开发任务，一项教育管理
政策往往涉及上亿学生，时间紧、任务重，
他们要将重任转化为一个个程序、系统，
需要拧住一股劲，攻关、突破、超越。

就在全国疫情投诉平台即将上线之前，
团队一次次凌晨讨论，通宵修改优化系统，
一周完成平台功能开发并上线运行。

“云战略摆在了技术运维团队面前。这
是一项工程任务，更是一次科研探索。”团队
负责人刘冰对此颇为自豪，“我们长期处于
实战第一线，日常需要做好数据信息安全，
确保教育部数据中心不出一点差错。”

与此同时，团队不断探索研究混合云
的数据中心服务模式，突破不同技术体系
之间的壁垒，在资源统一纳管、融合应用
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通过大量的科研探索和实证，团队探
索出了政府混合云服务新模式，保障了国
家级管理信息系统高效运行。”刘冰说。

7×24小时，绝不允许一点闪失

王永琦，国家网络安全先进个人。“我
们的职责是守护，在面对威胁的时候，能够
从网络行为异常的蛛丝马迹中发现安全风
险。”王永琦回忆，有一年大年初二，某高校
遭受境外黑客组织攻击，团队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凌晨4时圆满完成事件分析处置，

确保学校网络安全。
老司机从声音中能听出车辆故障，有

经验的工程师也能从数据中看出异常。
常年业务积累、365天不间断、7×24小时
无缝衔接，守住层层防线，做好三级保障，
中心的信息技术保障团队具备了精准判
断、快速处理的专业化能力。

“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看运行数
据，这种习惯是我从老一辈工程师身上学
到的，正因为这种习惯，在发现数据有异常
的时候才能及时处理，避免事故，也算是

‘人数合一’了吧。”王永琦笑着说。
“传帮带”是信息中心的优良传统，老

一辈工程师身上的精神，同样鼓舞着“90
后”付宇豪。

2022年12月，负责视频会议的付宇
豪主动申请留守单位，驻守33天，维系机
关技术支持和运转工作，同时保障好机关
视频会议。在特殊时期，团队成员采用

“ABCD”轮班制，一名成员病倒了，其他
成员轮流作战。这名小伙子成为“24小
时不掉线”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串串号码背后是一个个
家庭

“有一次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很着
急。”团队负责人马宁向我们讲述了她的
经历，一名焦灼的母亲在孩子转学时遇到
学籍问题。马宁在了解清楚事情原委后，
通过发邮件、去电、信息追踪等多种途径，
最终圆满解决。

2016年，面向学生、家长的呼叫服务
团队成立，为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提供
应用支持、学籍查询及跨省业务咨询服
务，为千万个家庭的学生学籍注册、学籍
异动、跨省转学等提供便利。

一名学生在跨省转学过程的系统申
请环节遇到了困难，经过20多天的不懈
努力，信息系统技术支持呼叫团队通过多
方协调帮助他解决了问题。

“为民解难好公仆，热情周到暖人心”，
墙上的锦旗和群众的感谢信是教育系统用

户、基层学籍管理员及学生和家长的认
可。“一串串身份证号码背后就是一个个需
要帮助的家庭，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为一名
名孩子解决受教育的问题，为每个家庭解
决困扰，带来温暖。”马宁表示，每当有家长
送来鲜花、锦旗，团队成员都更加理解这份
工作的重要意义。

别问我是谁，我的代号是2266

“我叫辛金颖，我还有一个代号是
2266。我的职业生涯与这个电话号码紧
紧绑在一起。”信息中心的辛金颖说，在不
少人看来，2266只是协调处理技术问题
的普通电话，但是，技术支持服务像日常
用水用电一样，一刻也不能断线。

2011年，教育部监督举报受理服务团
队开始为亿万公众提供电话和线上服务，
接听接诉教育改革意见建议、教育政策咨
询等公众来电来信。团队成员傅佩佩一干
就是12年：“这个岗位需要耐心细致，要了
解政策，要会疏导，还要自己顶住压力，但最
重要的是要换位思考有同理心。认真倾
听、耐心记录，窗口有温度，服务有速度。”

2022年11月，信息中心年轻干部组
建临时团队，承担高校疫情防控平台的投
诉集中排查7×24小时电话/线上受理转
办工作。

“你是真人吗？这是电话那头的第一
句话。”接诉员分享了一则有趣的经历，来电
者是名无法回家的大学生，她拖着略带沙
哑的声音和学生耐心沟通了许久。40分钟
后，这名学生说：“谢谢你们，开始我很害怕，
你们的电话让我平静下来，感谢你们一直
都耐心地倾听，我现在好多了。”

“没人知道我们是谁，许多人管我们
叫‘心理树洞’，能为大家缓解心情，我们
也很欣慰。”傅佩佩说。

窗口工作，看似简单，但是作为与群
众面对面接触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代表
着负责任的形象、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
希望大家不管有多少烦心事，接起电话就
能听到最美、最温暖的声音。”傅佩佩说。

（上接第一版）
“不同于屏幕前的面试，线下面试是更加立体的，重要

的不仅是回答问题，实际上，每一个举止、细节都是构成答
案的要素。”文学院教师李春媚每年都会针对毕业生应聘礼
仪开展指导讲座，从见面到离开，从服装到仪态，从微表情
到声音眼神，全方位把控细节。

自2020年起，扬州大学文学院在寒暑期社会实践中设置
“六个一”职业体验实践专区，将“走访一个用人单位，拜访一
位校外导师，采访一位校友，参与一次专业实操，展示一份优
秀专业作品，撰写一篇实践总结”等内容纳入第二课堂学分考
核，引导学生主动接触职业环境，了解就业形势。过程中，学
生们有机会深入研究教学目标，一堂公开课，一次讨论交流，
一场旁听，都有可能促成学生练就面试突围的“关键一招”。

“老师，我这样回答是不是更好？”……刚参加完面试，
就有学生给文学院就业辅导员杨倩打来电话，倾诉面试中
遇到的困惑和烦恼。“对于学生来说，每一次经历都是宝贵
的，有的学生需要通过复盘来找短板，类似的电话我每周都
会接到。”杨倩介绍，“我们给毕业生准备好了面试‘加餐’，
按需补给，随时应答。”

扬州大学文学院2023届毕业生就业专项工作去年就
已启动，就业辅导员协同年级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定
期研究毕业生就业难题，并及时协调解决。“准确捕捉、分析
就业市场上的新现象新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在就业工作中
占据主动。”张茜说。

（上接第一版）就业困难的可享受“一对一”就业帮扶。有
创业意愿的纳入创业引领行动，享受创业培训、孵化等服
务，鼓励创办家庭农场（林场）、农民合作社。

宁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王思旭介
绍，该计划人员服务期间以每人每年4.5万元的标准给予
补贴，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所
需经费由自治区财政和市、县（区）财政分级负担。

2022年，宁夏将该计划的1140个名额分配给学前教
育专项，在纾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同时，也有效缓解了
学前教育阶段教师配备不足的难题，高雅萍就是其中一
员。“去年分配到我们园里的两个毕业生都安排在一线岗
位，得到了快速成长。”中卫市第二幼儿园园长王超说。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杞香苑社区服务的王秀娥以往有些
不善交际，但在社区工作，每天面对来办事的社区居民，她
很快改变和成长起来。“工作细微但意义不小，父母也觉得
我性格开朗了很多，对我来说这是个大收获。”王秀娥说。

初出校门，高校毕业生在基层的成长锻炼中实现人生
出彩的机会。白玉2022年从华北理工大学毕业后，通过

“基层服务专项计划”在固原市原州区雁岭社区工作。“基层
工作和想象中的很不一样，琐碎繁杂，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可很充实。”她说，下一步准备将求职重
点放在报考社区工作者上，一步步在基层锻炼提升能力。

今年，宁夏将继续实施“基层服务专项计划”，并将
招录时间前置，教育部门将进一步强化与相关部门和地方
的协调，优化岗位结构，为高校毕业生在基层提升本领、
锻炼能力创造广阔舞台。

基层锻炼激活力

奋进不止的幕后工程师

本报讯（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夏雯雯 黄建鸿）
“春季是感冒等流行性疾病的多发季节，教室里的空气要
时刻保持流通。”这些天，浙江省温州市第十四中学班主
任张佳佳每天早上7时到教室，打开班级的新风系统，为
学生一天的学习生活做好准备。

据悉，今年温州计划为4000间教室安装空调和新风
系统，到年底全市“温馨教室”占比将达到63％以上。为有
效解决教室内空气质量问题，自2021年起，温州将“温馨教
室”（教室空调与新风系统安装）列入民生实事项目，计划5
年内投入8.2亿元改造全市2.5万个公办中小学教室。

在工程实施中，温州加大对乡村学校、海岛学校、特
殊学校教室改造提升力度。去年，全市累计投入3300多
万元对山区海岛县的2000多个教室进行改造，永嘉县将
72％的安装任务分配给偏远山区学校。

“作为全省第一个学校大规模安装新风系统的地级
市，我们尤其关注产品的质量与效果。”温州市教育局党
委委员郑为民介绍，该局专门委托温州市质量技术检测科
学研究院对改造教室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同时专门研制
出台中小学“温馨教室”管理使用办法，将系统的日常使
用纳入班级管理，在校园电子屏幕上显示室内空气质量。

浙江温州推进“温馨教室”工程
到年底六成以上教室具备空调和新风系统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国家新闻
出版署关于开展2022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
要求，中国教育报刊社对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
了严格核查，现将通过年度核验的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
行公示：

刘华蓉 徐越
公示时间：2023年3月22日—3月29日
监督举报电话：
中国教育报刊社：010－82296789
国家新闻出版署：010－83138953

中国教育报刊社
2023年3月22日

中国教育报刊社记者证
2022 年度核验人员公示

近日，湖南省保靖县教育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县消防营
地现场参观。为了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学消防、懂消防、
用消防”的意识，该园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实践活动。

田亚君 贾俊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