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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一大早，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了宜阳
县香鹿山镇甘棠村特困户张会民家门口。这是镇
里来送春节慰问金了。

下车走进张会民家，镇党委书记杨惠江把装
着2000元慰问金的信封递给张会民的母亲：“婶
子，这点钱不多，就是想让你们过个好年……”一
旁躺在床上的张会民泪水涌出眼眶。

张会民才30多岁，由于患尿毒症长期卧床，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出许多。天气还算暖和，但
张会民家透着风的窗子，不时还会钻进一股冷
风。攥着张会民的手，杨惠江说：“先好好过年。
家里的情况镇里都知道，会想办法的。”

乡亲们和张会民母子俩并不知道，杨书记送
来的2000元慰问金其实不是镇财政例行发放的
扶贫资金，而是县里发给镇党政领导班子的奖金。

去年3月初，在宜阳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
上，香鹿山镇由于超额完成各项考核指标，获得

“目标管理考核二等奖”“书记镇长突出贡献奖”
“财政收入突破5000万元专项奖”等3项荣誉，并
得到15万元奖金。

“去年11月，奖金拨到镇里后，一直没动。”杨
惠江说，年关将至，镇里开展春节慰问活动，特困
户的生活状况让人揪心。于是，镇党委会研究决
定，将这些原本发给领导班子成员的奖金，统一

“奖”给特困户。
香鹿山镇地处宜阳县东大门，该镇尽管贫困

群众基数不大，但重大疾病造成的特困户几乎每
个村都有。去年，该镇用于贫困家庭救助的资金
就超过40万元。

为确保这笔特殊的慰问金真正发放到贫困家
庭，镇党委会多次专题研究困难家庭认定事宜，并
让镇卫生院院长全程参与大病贫困户评定。

就这样，15万元奖金按照1000元、2000元、
6000元三等分别封装在67个信封中，张会民拿
到的信封就是其中之一。

龙王村党员老孙患上癌症，栖身窑洞；东韩村
邢国利瘫痪在床……离开张会民家，送慰问金的
面包车在曲折的乡村公路上又跑了20多个村庄。

夜幕降临，返程的面包车内开起了“流动扶贫
会议”，大家各抒己见：输血扶贫治标不治本，对尚
能劳动的病人、残疾人要进行培训，让他们有一技
之长，才能真正走出贫困；县产业集聚区内企业不
少，可联系爱心企业，开展社会帮扶……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张珂

宜阳县香鹿山镇把县政府
奖励的15万元奖金，分装进67
个困难家庭慰问信封里——

“挪用”奖金
暖民心

实训平台建设激发了校企合作活力，
使得我市职业教育相关专业得到了空前
的发展。但我市职业教育仍然存在基础
设施落后、办学规模小和多头管理等问
题，制约着职业教育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职业学校
的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投入资金较
少，校舍陈旧，市区大多数职业学校占地
面积小，最大的78亩，最小的仅7亩，办学
条件亟待改善。近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
扶持职业教育发展，但扶持的门槛不断提
高，我市职业学校因为规模小、基础设施
达不到要求，难以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

此外，市区 40 多所公办职业学校行

政管理除隶属教育部门的5所外，分别隶
属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行业主管部
门或主管企业，多头管理、交叉管理，成为
阻碍我市职业学校实现资源整合和品牌
提升的主要难题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资源深入
整合被摆上了议程，加快职业教育资源整
合，已列入2014年市政府工作要点。

该负责人介绍，未来，我市将整合市
区职业学校，突破原有行业、学校隶属的
界限，按照政府主导和市场引导相结合的
原则，采取合并、联办、划转等形式，重点
推动市区公办职业学校创新机制，提升办
学层次，强化新兴优势特色专业，形成洛

阳职教新的增长点；每个县建设一所在校
生规模与县域经济和人口发展相适应的
职教中心，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在原有每年投资
3000万元支持职业教育服务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力度，改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做强
做优特色专业和特色学校，创建 30 个市
级示范性特色专业，力争建设8所到10所
全省知名的品牌学校，从而为我市开放招
商和企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保障，助
力我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安林青
程小强

我市职业教育实训平台建设实施3年来，逐渐形成了企业
得人才、学生得技能、学校得发展的共赢局面——

政府搭台 校企唱戏 三方共赢

从被认为是鸡肋，到
现在成为企业眼中的香饽
饽，我市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经历了从一厢情愿到两
全其美的转变。在这背
后，政府牵头建设的职业
教育平台功不可没。

随着近年我市实训
平台建设的不断加强，

“洛阳呼叫”“洛阳光伏”
“洛阳数控”等一批在全
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特
色专业已经出现，逐渐形
成了企业得人才、学生得
技能、学校得发展的三方
共赢局面。

对职业教育而言，要实现学校人才培
养和企业人才需求无缝对接，校企合作必
不可少。然而，谈起3年前我市职业教育
的校企合作，曾经只是“看起来很美”。

“遭白眼、吃闭门羹，被挂断电话是家
常便饭。”每每说起以往和企业谈合作时被
拒绝的经历，洛阳旅游学校副校长李淑珍
很是无奈，“有一次，对方一听说我想搞校
企合作，就回应说，我们只管用人，培养人
是你们的事！”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信息与艺术设计系
主任梁铁旺称，以往，校企合作层面较浅，
大多局限于邀请企业来学校考察研讨，从
中了解行业发展和人才需求，进而调整学
校的教学结构。真正通过学校协调，让学
生利用企业提供的岗位进行学习、锻炼，机
会少之又少。

而另一方面，谈到校企合作，企业也觉
得很委屈。曾与市内多所职业院校合作过
的好时光旅行社总经理姬卫东认为，校企
合作的最大障碍是校企双方目标不一致。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需要最大限度地赚钱；
而学校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需要大量的师
资、设备、原料、场地进行实训，企业因此缺
乏合作动力。

李淑珍认为，要从根本上打破这样的
僵局，需要放大校企双方的共同利益，通过
加强自身硬件建设，为校企合作提供公共
实训平台，让企业得人才、学生得技能、学
校得发展。

2011年，我市先后出台了《洛阳市职
业教育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性
资金使用暂行办法》和《关于进一步推进
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每年设立
3000 万元专项引导资金，支持市域内的
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建设实训基地，引导学
校开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

2012 年，洛阳服务外包学院的客户
信息服务专业和呼叫中心实训平台就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的。呼叫中心实训
平台使用资金600万元，建设了300坐席
的呼叫中心实训室。“像这样规模的呼叫
中心，如果能够全负荷运转，大约相当于
一个中型客户信息服务企业的规模。”洛

阳服务外包学院副院长冯俊芹说。
让冯俊芹想不到的是，一听说学校拥

有300坐席呼叫中心平台，校企合作变成
了企业眼中的香饽饽。两年来，在合作的
客户中，不仅包括全球知名市场研究集团
特恩斯（中国）等，而且还有中国人寿、中
国移动等大型企业。

校企合作给学生带来了充足的实训
机会，也给教师培养和教材研发提供了便
利的条件。由于教师能在教学活动中得
到充足的实践机会，学校开发编写的《服
务外包与呼叫中心概论》《呼叫中心培训
师能力训练》两门教材，已经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出版，被全国不少职业学校列入指

定教材。
客户信息服务专业的例子，是我市职

业教育平台建设和专业转型的一个缩
影。3 年来，我市共投入资金 6000 余万
元，建成了呼叫中心、软件开发、文化创
意、动漫设计等 24 个专业的公共实训平
台。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市逐渐形成了

“洛阳呼叫”“洛阳推拿”“洛阳光伏”“洛阳
耐火材料”“洛阳数控”等一批在全省乃至
全国有影响的特色专业。洛阳有色金属
工业学校、洛阳冶金工业学校、河南推拿
职业学院等学校编写的有色金属材料、耐
火材料、针灸推拿等专业教材，在全国作
为标准教材推广使用。

校企合作曾是
职教发展拦路虎

平台建设打通校企合作“任督二脉”

资源整合是职教发展新方向

日前，市动漫博物馆互动体验区热闹非
凡。涧西区东升一小和厂前一社区联合组织
正在放寒假的小学生们来到这里参观体验，
启迪智慧。在馆内工作人员指导下，孩子们
在电脑上尝试着制作动漫，在录音棚为自己
喜爱的动漫角色配音，体验创作动漫的乐趣，
感受科学神奇的魅力。

记者 潘郁 通讯员 赵晓伟 摄

动手创作动漫
享受欢乐假期

洛阳服务外包学院呼叫中心实训平台 记者 张锐鑫 摄

体验神奇的动漫世界

亲手制作动漫

为动漫人物配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