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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请以下人员于2023年5月
31日前到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参加离岗时职业健康体检，体检费用已
由我公司全部承担。若逾期未参加体检，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其本人
负责。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佛山石油分公司

2023年5月9日

广东国通粤中应急保障基地有限公司、梁少霞：
根据佛山市国通庙边加油站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法》

第39条的规定，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股
东会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依照公司《章程》《公司
法》召集公司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有关时间、地点及议题
通知如下：

一、股东会临时会议时间：2023年5月25日上午9:00。
二、股东会临时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

冠军城商铺5座115、116铺（展翊）。
三、股东会临时会议内容就以下事项进行讨论、表决：
1.制定公司经营策略，商讨公司经营管理问题；
2.公司会计账册的交接；
3.变更公司监事事宜；
4.变更公司经营地址事宜。
特此通知。

佛山市国通庙边加油站有限公司
股东：梁宝生

2023年5月9日

召开佛山市国通庙边加油站有限公司
股 东 会 临 时 会 议 通 知 书

陈伟任、广东国通粤中应急保障基地有限公司、黎清容、梁炎贤：
根据佛山市国通集晖横涌加油站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

法》第39条的规定，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
股东会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依照公司《章程》《公
司法》召集公司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有关时间、地点及议
题通知如下：

一、股东会临时会议时间：2023年5月25日上午11:00。
二、股东会临时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

冠军城商铺5座115、116铺（展翊）。
三、股东会临时会议内容就以下事项进行讨论、表决：
1.制定公司经营策略，商讨公司经营管理问题；
2.公司会计账册的交接；
3.变更公司监事事宜；
4.变更公司经营地址事宜。
特此通知。

佛山市国通集晖横涌加油站有限公司
股东：梁宝生

2023年 5月9日

召开佛山市国通集晖横涌加油站有限公司
股 东 会 临 时 会 议 通 知 书

规 划 调 整 公 告
现有佛山瑞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办理佛山瑞

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鹏瑞三龙湾壹号广场项目9#住宅

楼，14#-17#、21#-24#商业楼，裙楼及地下室建设项

目调整批前公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和《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现进行批前公

示，公示内容详见设计图纸。

利害关系人对许可或审批事项提出异议的，应在公

示结束前向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提交书面意见。

公示附件：公示图.zip

公示时间：2023/05/06~2023/05/16（共10天，首

日不计）

意见反馈的部门：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

联系电话：83139625

电子邮箱：zrzygs@chancheng.gov.cn

什么样的孩子会上职校？一

个刻板的回答是：没考上高中、大

学。随之而来的通常还有“差生”

的标签。

“唉，我在职校。”

周宁还记得，刚入学的几个

月，他经常天没亮就醒了。睁开

眼，巨大的落差感席卷而来，提醒

他正身处一所职业学校。许多人

认为这里是“差生”才会来的地

方。

但周宁不认为自己是“差

生”。他来自黑龙江的一个县城，

父亲从小对他严格教育。高考

前，周宁一直“很顺”：以体育特长

生的身份被保送到当地的重点高

中，在高中获得了去武汉一所

“211”大学集训的机会。

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都达

线，周宁就能被这所大学定向录

取。家人和教练都认为他有能

力、够努力，能顺利考上。专业成

绩公布那天，他和父母去了乡下

爷爷家吃饭。路上，母亲已经开

始盘算，过几天要去省城买几条

新裙子，“等我大儿子考上大学，办

升学宴穿。”

正当爷爷奶奶讨论武汉天气

有多热，周宁看到了教练发来的

消息。“他说‘很遗憾’。我一开始

还有点懵，给他发了个问号，然后

脑子‘啪’一下，一片空白。”不知

道怎么面对家人，他一个人冲进

稻田，大哭。

差0.93分。周宁认为自己

努力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尽力了，

身边人都很清楚，这才是最难受

的。第二年，他换了另一所学校，

再次全身心投入训练，结果还是

差了0.12分，最终只能以高考

成绩填报志愿，上了北京一所职

业学校。

进入同一所职校，有人出于

更主动的选择。刘一乐是周宁现

在的同学，高考分数过了本科线，

足够投档到山西老家的本科院

校，但他一心想去北京。

对于“为什么上职校”的问

题，还有很多刻板印象之外的回

答：有人初二大病一场，住院几个

月，成绩大跌，进了中职；还有人

因为非本地户籍，同样的分数，别

人能上普高，她上了技校。当然，

也有孩子坦诚地说，自控力不强，

“玩嗨了。”

2021年 10月印发的《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

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

生规模的 10%。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已有超过一半的

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专科）

和本科继续学习。同样，高职

毕业生在保持高就业率的同

时，现在每年也有接近 1/5的

学生实现升学深造。

在高职阶段，一些职校老师

对于近几年专升本热潮的感受

很明显。一位执教近10年的高

职老师回忆，大概从 2018级

（2021年毕业）开始，向她咨询

专升本信息的学生明显增多。

也是从那时起，学校开始对专升

本进行统一宣传、统一规划、统

一报名。“以前都是要自己去打

听，自己报名。”

背后是社会因素和个人选

择的交织。考虑到家庭负担，杨

婉本来不打算专升本。教育部

2022年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

发展白皮书》显示，职业学校

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

杨婉的父母靠种苹果树供

她和两个弟弟念书。专科期间，

助学贷款和兼职收入基本可以

覆盖她在公办学校的学杂费。

如果专升本，由于专业等方面的

限制，她能选择的只有每年学费

相对较高的民办本科，“压力太

大了。”

“当时专升本成绩通过了，

工作也找好了，在一所中职学校

的团委做行政，就是二选一。”杨

婉说，最终自己选择了继续提升

学历，后来还考过了一所“211”
大学的函授本科。她认为自己

的选择是正确的，“学历越高，选

择空间越大，上升渠道也更宽。”

专升本到同一所学校的贺

帅打算考研。他想考去江浙地

区，学习走在第一梯队的电商知

识，把家里的调料批发生意做

大。

还有一些工科类的学生，

掌握了技术，并不担心找不到

工作，但大部分人都想继续提

升学历。在他们的讲述中，“门

槛”“敲门砖”这类词汇被反复

提起。

近日，由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全国职业高等院校校长

联席会议共同完成的《2022中
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

布。报告显示，我国职业教育

进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

车道。

如今，我国职业院校瞄准

产业一线，成为服务实体经济

的“生力军”。报告指出，“双高

计划”高职院校服务贡献带动

作用凸显。“双高计划”院校横

向技术服务到款额中位数达

739万元，技术交易到款额中

位数达161万元。职业院校深

入行业企业了解技术需求，建

立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成果

转化平台，助推企业转型升

级。2021年，全国高职院校共

获得发明专利授权5828件，

较上年增加43.57%。

“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

初具规模，成为服务贡献新亮

点。”报告显示，职业本科学校

瞄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打

造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

地，32所职业本科学校开设的

136个专业中，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相关专业占比达到

92.6%。学校聚焦关键技术，

联合企业开展产业技术攻关，

2021年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均值达610.9万元，彰显了较

强的技术服务能力。

报告显示，各方积极构建

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

业为重点、学校为基点的产教

融合新发展格局，产教融合载

体呈现出职教集团、产业学院、

产教综合体、产教联盟等多样

化形式。截至2021年底，全

国组建了1500多个职教集团

（联盟），全国遴选立项国家级

示范性职教集团（联盟）培育单

位299个。

对接新经济、新业态、新技

术、新职业发展，以新版职业教

育专业目录为契机，高职院校改

造升级传统专业，以数字技术赋

能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教

学平台、教学资源。全国高职院

校线上开设课程近74万门，较

上年增加3.7万门。中职学校

优化专业布局，做强主体专业，

提升传统专业，发展新兴专业。

纵观世界各国的教育

发展史，职业教育在教育整

体水平提升、支撑国家发展

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

力需求日益多样化，不少国

家重视发展各种形式的职

业教育，提升劳动者职业技

能，建立起特色鲜明的职业

教育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德国的职教模式，是世

界公认的成功模式。其职

业教育体系由学校本位的

职业教育和企业本位的“双

元制”职业教育构成，“双元

制”深受企业、学校、学生认

可，并且有联邦的法律作为

保障，是一个系统严密、科

学规范的教育体系。据德

国政府发布的《职业培训报

告2019》，其职业培训领域

的初学者达到72.27万人，

其中近七成选择“双元制”，

“双元制”也被称为德国“专

业人才保障的支柱，保持和

增强德国经济竞争力和创

新力的支柱，社会稳定团结

和谐的核心”。

德国的职业教育具有

准入机制严格、评价体系多

元和文化有效支撑等特

点。在准入机制方面，德国

职教教师准入标准《实训教

师资格条例（AEVO）》由联

邦政府制定，规定实训教师

必须提供职业教育教学技

能等证明，通过AEVO考试

获得相关资格；同时也要求

申请者具备3年企业工作经

历。在评价体系方面，德国

《职业教育法》规定手工业

协会等行业协会以及由雇

主、雇员、教师组成的考试

委员会是实践性课程的评

价主体。由于其考试委员

会中雇主及雇员代表至少

占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因

此实践性课程评价呈现多

元化特点，其结果也以企业

评价为主导。在文化基础

方面，德国有着深厚的制造

业文化，其“双元制”职业教

育能够大放异彩即源于文

化的滋养，并成为支撑其职

业教育兴盛的独特基因。

消除职教歧视
仍需多方努力

曾经，大部分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

录时强调本科及以上学

历。2022年4月修订的

职业教育法从专门法的

高度，明确职业院校学

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

展等方面享有与普通高

校学生平等的机会，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在招录技术技能岗位人

员时，应将技术技能水

平作为录用的重要指

标。这意味着，国家对

技术技能人才越发重

视，职业教育的社会认

可度不断提升，一定程

度上拓宽了职业院校毕

业生的就业渠道。

同时，毕业生也应

转变就业观念。“985 高

校毕业生裸辞大公司转

行宠物美容”“24岁女大

学生毕业养猪”……这

些例子都在告诉我们，

职业没有优劣之分，只

有合适与否。只要怀有

一颗平实之心，兢兢业

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哪个赛道都能成功。

社会层面须破除

“重学历、轻技能”的旧

观念。当前，不少企业

已经完成或者正在经历

转型升级，对从业者的

要求越来越高，一专多

能的复合型人才很受欢

迎。为此，一方面要在

全社会营造重视技能、

重视技工的良好氛围；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部

门应履行好自查自纠和

监督职能，确保用人不

唯学历、不拔高学历要

求，不得设置针对职业

教育学历的歧视性门

槛，推动职教毕业生实

现高质量就业。

此外，还要大力提

升职业院校办学质量。

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

术变革趋势，不断优化

职业院校专业结构，体

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

位与特色，提升其“能力

教育”成效；完善“职教

高考”制度，发展职业本

科教育，打通职业教育

升学深造渠道，打破技

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

让职教学生升学有道、

就业有门、创业有方。

短 评

（综合人民网、工人日报、经

济日报、湖南日报）

整理/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

记者 黎国栋

“职业教育是与普

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

位的教育类型。”新修订

的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

教育的地位。数据显示，

2022年中等职业学校（含技

工学校）招生650.69万人，占

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40.71%，

高等职业院校（含职业本科）招

生规模连续4年超过普通本科。

但现实中，把“分流”看作“筛

选”，将“分类”视为“分层”的观念依

旧存在。很多职业教育毕业生求职

时面临学历门槛，成长通道相对狭窄

成为一些技能人才的现实困扰。一边

“放不下”，一边“够不着”，形成了学历

“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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