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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又出了新闻。
河北工程职业技工学校一女

老师在查寝时，因为态度恶劣，脏
话连篇，引发公愤：“（如果是）男
生早上脚了”，甚至放狠话“弄一
个算一个”“你毕业证在我这知道
吗？”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表示，涉事老师已被辞退。

事情不算大，却再一次引发
公众对职教的吐槽，也再一次打
击了职教的社会认可度：这样的
老师教得好学生？自己的孩子愿
意进这样的学校？这两个朴素的
问题，需要教育部门认真面对。
尤其是，中考形成普、职分流，此
事或加速家长焦虑。

中国制造离不开“大国工匠”
的培养，因而需要成熟的职业教
育体系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工
匠级人才与合格劳动者。今年 6
月，《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其中
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推动培养数
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职、普同等地位”不能只存
在于口号中，只存在于法律条文
里，而要落实到具体的教育经费
投入、教师资源培养、社会认可以
及职业发展安排上。让“成才的
立交桥”四通八达，而不是千军万
马挤大学，挤“双一流”，搞得那么
内卷。

之前，“学姐查寝事件”让职

业教育问题走到了聚光灯下。前
几天，一篇《40%：“毫不重要”的
中职世界》的网文热传，中国 15
到18岁之间大约40%的青少年在
完成义务教育后，上了中职，当舆
论场里的默认“议程设置”就是高
考、考研、考公、985、211、留学、互
联网大厂时，这 40%的青少年也
应该被倾听，应该被关注。他们
不能被打上“被淘汰者”“失败者”
的标签，被忽视、被轻视。于个
人，这事关数以亿计的青年的前
途；于国家，这关乎“大国工匠”的
培养。

据统计，全国共 9896 所中等
职业学校，而 70%以上的职校生
来自农村。他们接受了怎样的职
业教育？谁在教这些职校学生？

这些老师本身的个人修养、专业
学识如何？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职业教育和生产一线有没有脱节
的地方？

最近“学姐查寝室”“老师爆
粗口”等极端化的个案，向全社会
显示了职业教育的灰暗面，这是

“危”，也是“机”，只有把问题充分
曝光，才能有效解决问题。职业
教育不能成为“沉默的另一半”。

如何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如何提升
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这些问
题没有现成的答案。最近频发的
职教负面新闻，不妨当成警报。
打捞职业教育的社会公信力，刻
不容缓，要给“另一半孩子”光明
的未来。

打捞职业教育的社会公信力

中职生
不能被打上
“被淘汰者”
“失败者”的
标签，被忽
视、被轻视。

拒绝学
术界“拼爹”，
把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
的舞台还给
青少年。

文┃丁慧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合
肥研究院”）院长刘建国被曝利用
自己和实验室团队的科研成果，
供儿子获奖升学。

据澎湃新闻报道，2015 年，
刘建国之子刘某阳凭借发明“便
携式雾霾污染气体快速识别和检
测装置”获得多个省级、国家级奖
项，并因此被合肥重点高中一六
八中学录取。该发明在名称、工
作原理、外观方面，均与中科院合
肥研究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 2012 年的一项科研成果高度
一致。当时，刘建国任该所副所
长，也是该科研成果所属项目的
主要完成人。

2018 年，就读于合肥一六八
中学高一年级的刘某阳，再次凭
借发明“酒驾安全激光快速筛查

系统”，获得第 33 届全国青少年
创新成果竞赛三等奖、2018 年安
徽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第十六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市
长奖，还获得了“重庆理工大学专
项奖”和“中鸣科技专项奖”两项
专项奖。

澎湃新闻报道显示，在中科
院合肥研究院的“专利库”中，也
有一项名为“激光酒驾道边在线
检测系统”的专利，发明人第四位
即为刘建国。此外，在 2012年至
2014 年之间，刘建国发表了多篇
关于激光检测酒精的论文。

有网友表示，这简直就是科
技创新版本的“拼爹”。

当然，刘建国身为刘某阳的
家长，又身处科研领域，在引导孩
子学习上有天然的便利性，指导
孩子学习科学技术也无可指摘。
但刘某阳的“发明”在刘建国的

“指导”下完成，这个“指导”的含

义值得琢磨。直接把自己团队
的科研成果“换汤不换药”写上
孩子的名字，与对孩子的指导仅
仅停留在“点拨”层面上，这是两
码事。

如果刘建国利用科研便利，
将自己团队的成果“换汤不换药”
冠以孩子的名字，“喂”给孩子“发
明”，从而使孩子达到升学的标
准，那这不仅仅是对于自己原项
目研究成员劳动的不尊重，也践
踏了与其孩子参加同样比赛的参
赛选手的努力。

毕竟，实质是大人参与的青
少年竞赛，对于其他青少年参赛
选手来说就是“降维打击”。

这件事之所以引发网友争
议，是不少人对于学术界“大手拉
小手”行为的警惕。此类事件已
非个案。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举办的
初衷是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提高青少年的科技素
质，推进科技教育事业的普及与
发展。但如果家长暗中违规“助
攻”，就已背离了大赛的初衷。近
几年，多名曾参与此赛事的人士
爆料称，参赛的部分科研项目存
在造假，很多科研课题和实验难
度已到达硕士、博士水平，不是忙
于学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能够独
立完成的。

当这些人造“天才”在公共视
野内层出不穷之时，恶劣影响深
远，害的不仅仅是这些被“喂”科
研成果的孩子，还有那些真正有
志于学术的新生代后备军。

此事目前仍在调查，是非公
道自有说法。无论如何，科研学
术领域一定要坚决抵制“拼爹”游
戏，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舞
台还给青少年，让真正有志于学
术的青少年能够更加放心地挥洒
自己的才华。

儿子“发明”和父亲研究高度相似，有没有“学术拼爹”？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
发布7起检察机关依法追诉
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杨
某、黎某等人诈骗医保基金
案，昝某、凡某雨等人诈骗
失业保险金案，李某、黄某
等 10人编造“皇家资产”诈
骗案，周某等人虚假诉讼诈
骗案，杨某等43人虚构收藏
品拍卖诈骗案，洪某源、张
某发等 61 人利用期货交易
平台诈骗案，腾某珠、童某
散等7人“骗婚”诈骗案。

鉴于诈骗犯罪呈现团
伙化、专业化趋势，近年来，
检察机关严格落实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秉持分层处
理、分类打击原则，有效精
准打击诈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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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