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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千校一面”、办学水平不高、外地学校冲击等因素影响，今年
我市21所中职学校招录人数为20年来最少——

本报记者 常书香

20世纪80年代，我市职业教育发展迎来黄金期。
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高校扩招，职业教育生源受到冲
击。2002年和2005年，国务院两次出台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的相关政策，助推我市职业教育兴起热潮。而今年，我
市部分老牌民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跌入20年来最低
谷，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倒逼学校转型。

“今年是我校办学30年来招生最困难的一年。”
洛阳锦华职业技术学校创始人智锋感慨道。

这所始创于 1983 年的老牌职业技术学校，曾
创下一年招生 8000 人的神话。但今年，校领导和
任课老师到处上门招学生，甚至跑遍了各县（市）较
大村庄，目前招生还不到 300 人，其主打厨师专业
今年也遭遇“滑铁卢”，只招到30人。该校2006年
曾办 8 个厨师班，但去年仅招生 16 人。与厨师专
业相比，更惨的是数控机床专业，今年招不来人只
能停办。

望着被冷落的铣床，智锋无奈地说，卖了舍不
得，不卖的话就是一堆没用的“铁疙瘩”。

市郊一学校初三年级班主任反映，中考前夕，各
职业技术学校为争夺生源，就开始和他们打招呼，让

他们给那些没有希望上高中的学生做思想工作。虽
然不少学校在招生宣传中声称不收学费，但想报名
的学生还是很少。

不仅锦华技校面临招生难的问题，目前，我市
近百所公办和民办职业技术学校都反映招生难。
各学校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奖学金、助学金资
助，贫困学生免除学费以及毕业后安排工作，但仍
无济于事。

“为了学校的牌子不倒，为了按时发老师工资，
必须转型。”智锋说，无奈之下，学校和市人社局结
合，兼顾农民工技能短期培训并开始办驾校。

洛阳东方中专、洛阳电子科技中等专业学校、洛
阳黄河电子中等专业学校等也陆续开始办中小学教
育。

20 世纪 80 年代，我市职业教育发展迎来黄金
期，不少初中毕业生报考中等职业技术学校。20世
纪90年代末，随着高校扩招，职业教育生源受到冲
击。2002年和2005年，国务院两次做出关于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重燃我市职业教育的兴办热
潮。截至2010年，经过整合，我市共有公办中等职
业学校98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28所，其中万人以
上规模的2所，全市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14.4万人。

曾经的香饽饽缘何门庭冷落？

■短板一“千校一面”

为响应号召，我市职业技术教育自2006年开始
遍地开花，至2009年达到巅峰，大大小小共有110
多所。在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向上“千校一面”，专业
缺乏特色，核心竞争力不足，从而造成我市职业教育
普遍存在数量多、规模小，有特色、无品牌的尴尬局
面。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教师回忆，当时民办
职业技术学校准入门槛非常低，由三五人出资，租赁
几间教室、招聘几个教师就可以开班了。

对此，市教育局职成高科一工作人员表示，原来职

业技术教育仅仅注重招生人数，不注重内涵发展，最后
导致生源流失严重。

■短板二 办学水平不高

职业技术教育办学水平不高，专业没有特色，
新生入校半年就让走出校门，去企业参加实训；
规定课程没有完成，家长对此很不满意，让孩子
中途退学。

记者采访获悉，某所学校曾经在青海、新疆、宁
夏、甘肃和山西等地招生火爆，一度每年新生有五六
千人，但学生到校之后，学校对学生疏于管理，学生
流失严重。

■短板三 外地学校冲击

近几年，我市周边地市的职业教育受政府支持
力度较大，如郑州对学生实行全部免费政策，使洛阳
本地的生源流失较多，这也是招生难的原因之一。

此外，部分职业技术学校专业更新慢、家长对职
业技术学校存在“人才”偏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之
间缺乏交流等诸多因素也是导致我市职业技术学校
招生难的原因。

■办出特色，实现“订单式”培养

受生源困难及大学招生权限逐步下移的冲击，
民办职业学校到了优胜劣汰的转型期。业内人士认
为，我市部分民办职业技术学校在新一轮资源整合
中，将面临生死抉择。

“作为传统工业城市和新型旅游城市，我市职业
技术教育有很大的资源优势，发展空间广阔，但现实
是办出特色的学校不多。”洛阳师范学院副院长宋文
献直言不讳。

宋文献分析，要想改变目前我市职业技术教育
的现状，要求变——从依靠广告宣传造势竞争，向依
靠实力竞争转变；从倚重规模扩张，向打造质量特色
品牌、注重内涵发展转变；从摸着石头过河，向注重
按照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办学转变；从“家族式”或

“合伙人”模式，向建立现代教育制度转变。
宋文献认为，一是办学理念的转变，学校要改变

过去以普通教育理念办职业教育的做法，紧紧把培
养目标放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根据我市支柱产业、
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产业需求，优化设置专业，淘汰
陈旧专业。二是办学模式的转变，学校要坚持开放
办学。专业课程一定要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师资
从企业招，让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计划的制订、课程开
发、实训基地建设，真正办出特色，实现人才“订单
式”培养，与企业实现无缝对接。

最后，宋文献提醒，政府要引导学校之间进行联
合，加强交流，资源共享，专业之间可以进行资源整
合。政府部门要制订出我市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五年
计划甚至远期规划，引领民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向前
良性发展。

■整合教育资源，引导学校向品牌化方向发展

对于中职学校来说，除了等待政策的变化，最应
该做的就是主动求变，拓宽中职生升学渠道，让那些
有升学愿望的毕业生都能够“升学有门”，满足社会、
家长和学生对学历升级的需求。

其实，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转型，我市也有成功的
例子。

我市唯一的民办高职院校——洛阳科技职业学
院这几年就办得风生水起，今年中专招生 1600 多
人，大专招生240人。校长范治国把其成功经验归
结为专业建设适销对路、校企实现无缝对接、多元化
发展降低竞争风险。

去年，该校紧紧围绕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出
客户信息服务专业，为中国移动洛阳呼叫中心培养
韩语小语种呼叫服务人才；重组之后，该校集基础教
育、中专、高职和驾校于一体，增强抗风险能力。

市教育局职成高科相关负责人透露，从2011年
起，我市对职业教育进行引导性资金扶持，重点支持
学校整体转型、优化专业、做强品牌，鼓励学校按社
会需求开发、引入、转型新课程。比如对新开办的专
业初次招生达到50人的学校，一次性奖励5万元；
转型开办招生达到50人的，一次性奖励3万元。对
此，有的校长抱怨，开新专业要调整师资结构并投入
大量设备，第一年招50人很难，所以奖励对他们来
说遥不可及。

该负责人说，下一步我市将加大中等职业教育
资源整合力度，调整专业布局，引导学校向品牌化方
向发展，并优先扶植有特色的学校发展。同时，在前
期提高注册准入门槛，限制新开民办职业学校数量。

部分民办中职学校使出浑身解数，仍旧“吃不饱”

三大短板，让昔日香饽饽门庭冷落

与我市情况相似，四川德阳拥有三大央企重装企
业，职业院校有省管、市管、企管、民办，原本条块分割、
各自求生。

如何进行有效的校企对接？2004年，德阳市委、市
政府提出建设“中国西部职业教育基地”战略，打破部
门、行业、地域和所有制界限，不论公办、民办、企业办，
不论高职、中职还是农村成教及各类培训机构，只要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一并纳入德阳职教体系，在财政、土
地、招生、就业、税收、贷款等方面予以政策扶持。一个
人口380万的地级市，拥有5所高职学院、22所中职学
校，在校生14万人。

校企共编教材、共建企业兼职教师人才库、共研项
目、冠名办班、短期代培，已经成为常态。校企共建，也
让企业饱尝甜头。每一个大中小项目的关键环节，都能

见到当地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影子。与职业院校共建
共享，企业要人来人，要技术来技术，企业做大做强有了
坚强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共建共享也让学校大大受益。在四川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目前有企业参与共建或共管的实训室49个、校
外实训基地576个，设备产值近亿元，钢结构实训室、陶
艺实训室等还能应企业要求实施生产。学院院长李辉
说，学生在校 3 年，超过一半的时间是“真刀真枪”操
练，实训课占学生课程设计的 60%，学生毕业就可以
直接上岗，不需企业二次培训。在政府推动、上下联
动、校企互动、市场驱动下，实现优化配置，将潜在优
势变成现实优势，共建共享，使德阳职业教育形成一
汪活水。

（常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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