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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有话

众说纷纭

破解职校招生难要多方发力

高温之下“休息令”不能形同虚设

还有俩月才毕业，云南曲靖应用
技术学校餐饮专业的学生就已被预
订一空。据统计，曲靖全市职业院校
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即便是顶岗实习，职校的学生们月工
资也不会低于3000元。截至2016年
度，云南省曲靖市共有职业院校37
所，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
13.5万人，中职与普高在校生规模之
比达1.08∶1，尽管中职在校生人数已
超过普高在校生人数，但“上不了普
高才上职高”却依然是常态，这也成
为近年来困扰职业教育的一个难
点。相较于学生挤破了脑袋想进普
通高中，中职学校却需要上门招生。
（7月17日《人民日报》）

资料显示，在日本，整个产业工
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
达到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左
右。据统计，目前全国高级技工缺口
近1000万人。据权威机构麦肯锡预
测，到2020年，中国企业将需要1.4亿

高级技能人才，而缺口将达约2200万
人。由于技能人才缺口巨大，人社部
2016年底专门印发《技工教育“十三
五”规划》，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着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后备产
业工人和高技能人才，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技能强国目标提供有力
支撑。

技能人才缺口巨大的根本原因
在于招生难——职校一直被视为不
好好读书的“熊孩子”和读不成书的
“笨孩子”的“无奈选择”，能上普通高
中的学生都不愿意上职校。党和国
家历来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人
才工作，并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但在观念层面，职业学校几
乎沦为成绩差甚至坏学生的“专属学
校”。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大家谈起
来都认为很重要，现实生活中确实也
离不开，但打心眼里都瞧不上——在
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不愁就业且待遇
良好的中等职业教育始终面临招生

难。
在全国各地都在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形势
下，技能人才非常吃香。但公众对职
校缺乏认同，职业教育在夹缝中艰难
生存。目前入读职校的门槛很低甚
至无门槛，学生不需要交学费，还有
政府补助。但由于社会偏见的存在，
让很多考不上普通高中和大学的学
生宁愿选择复读或是直接去打工也
不去职业院校。

国家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提高技
工待遇，可以吸引来一些原本不愿上
职校的学生。但只有消除社会偏见，
职校才能招到、招齐学生，并且能够
招到“好学生”。做大做强职业教育，
光靠政府努力还不够，公众也要摘下
“有色眼镜”，还职校生一个名分。当
然，职校和职校生也要自立自强，用
过硬的教学质量、过人的技能技术赢
得市场与公众的口碑，在激烈的竞争
中立足、强大。 （谢庆富）

用平权
作为住房改革切入点

在广州，只要是符合条件的租房人，未来
也可与业主一样，其子女享有同等就近入学
（包括上名校）的权利。7月17日，广州市政府
办公厅印发《广州市加快住房租赁市场工作
方案》提出的举措，引发广泛关注。

该方案提出一个颇具话题性的新概念
——租购同权，而其要害就是赋予租房者与
购房者同样的子女受教育权。“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通过“租购同权”保障“承
租者市民待遇”，无疑有助于减少炒房者，也
让更多人通过租房而非买房来实现安居梦。
这也是广州“租购同权”探路的积极意义所
在。

而在将来，中国住房租赁市场能否保持
良性发展态势，取决于包括广州在内更多地
区在“租购同权”等方面的区域变革，不断积
累经验，形成参考案例，最后汇聚为中国房地
产市场深层次转型升级的支点力量。因而，
这类用平权作为住房改革切入点的改革多多
益善。 （辛静）

没有学区房
寒门子弟也能成功逆袭

继甘肃考生魏祥之后，清华又录取到一
位穷且益坚的青年学子——河北吴桥县考生
庞众望。今年高考，庞众望以684分，通过了
清华大学“自强计划”。这两个来自底层年轻
人的故事，让人唏嘘感叹。

庞众望和魏祥，都没住过学区房，也没上
过辅导班，庞众望的父亲是位精神疾病患者，
魏祥年少时父亲患病去世，两人都靠母亲带
大。面对这样两位年轻人，我觉得更多的家
长应该思考，家庭给孩子提供的最重要的东
西是什么？

现在，很多家庭能买得起昂贵的学区房、
让孩子课余参加高价的辅导班，但这样的家
庭，未必都能让孩子最真切地感受到爱、坚
毅、如何在极端困境中活出尊严。事实上，这
些品格，比学区房贵千倍，这些品格，更不是
天价辅导班所能传授的。

（王天定）

“孝心车位”
是积极的社会自治

杭州西湖一小区在全市率先推出“孝心
车位”，开放时间为周六至周日8：00-19：00，
凡是周末来看望父母的子女，可提前与社区
物业预约，并享受免费停车5.5个小时的优
惠。

这一次，物业的服务管理水平在细节处
见真章。用限时免费的“孝心车位”激励子女
多主动回家探望父母，这家物业想在前头，更
暖在人心。对子女而言，工作再忙、生活再丰
富，也要记得父母的牵挂，常回家看看就是孝
心。

（鑫华）

连日来，全国多地暑热持续。7
月16日，杭州市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未来晴热天气还将“火力全开”。按照
劳动部门的相关规定，高温天气企业
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
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
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但记者采访发
现，仍有一些工地为了赶工期，工人顶
着烈日酷暑干活，调整作息的“休息
令”形同虚设。（7月17日 新华网）

酷暑来临，热浪侵袭，全国高温持
续。劳动者高温下的权益保障受到挑
战。在媒体和公众持续地关注下，劳
动保障部门加大了高温补贴的宣传和
查处力度。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
用工单位无视法规，或者用降温设备、
物品来糊弄劳动者。

虽然国家对高温补助的规定出台
了很多年，但一些用人单位并没有严
格执行，高温补贴成了“纸面福利”。
因此，劳动保障部门把高温费发放作
为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切入口，这是应
该的。不过，比落实高温补贴更重要
的是，要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国家几部委联合出台的《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中，高温补贴仅是一
个要点，除了高温补贴，该办法还对劳
动者在高温下的工作时间，作了明确
的规定——比如，在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
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

得超过6小时，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
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这样的
保护性规定，被媒体和公众解读为高
温“休息令”。很显然，高温“休息令”
意在保障劳动者的健康。

可见，高温福利的外延不止是高
温津贴，它还包括了对劳动者健康的
保障。有些用人单位以为按规定足额
发了高温补贴，就可以逼迫工人继续
高温作业，其实，这是一个认知误区。
即便用人单位按时足额发放了高温津
贴，也不能以此强制劳动者冒着高温
持续工作，不能让高温侵蚀了劳动者
的生命与健康。

然而，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赶工期，

或者是为了追求效率，要求劳动者在
高温下持续高强度地工作，不想让工
人休息。但是，劳动者休息不好，无疑
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事
实上，高温下的持续工作，提高了事故
发生的概率，一旦发生了伤亡的悲剧，
最后要为事故买单的还是用人单位。
所以，严格遵守高温“休息令”，是体恤
劳动者，也是在帮自己降低劳动成本。

尊重法律，敬畏劳动者的生命和
健康，是每一个用人单位都应当警示
的底线。发放高温补贴的同时，确保
劳动者的高温“休息令”，没有可讨价
还价的余地，别等发生了事故，再拍大
腿后悔。 （黄齐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