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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剛剛過去的高考，再

次上演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

壯觀場面。長期以來，學生感覺考試負擔過重，

家長心理壓力大，從根本解決「一考定終身」的

問題成為眾人心中的期盼。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

將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任

務之一，作為教育大省的陝西先行先試，積極探

索高考制度改革，擴大高職院校自主招生試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西安報道

日前，陝西省教育廳對外發布消息，將重點推進高等職
業教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擴大高職院校自主招生試

點，實施技能拔尖人才免試招生，讓高中畢業生不再「一
考定終身」。據陝西省教育廳副廳長蔡釗利介紹，職業教
育主要以就業為導向，與社會崗位的需求更為緊密。陝西
出台一系列高職教育改革措施，一方面有利於中高級人才
的銜接，另一方面也為人才提供了多樣化選擇。

自主招生規模擴10%
18歲的張坤今年剛剛參加完高考，但高考估分只有300
多分，要上本科院校基本沒有希望。而今年陝西出台的高
職院校改革制度則無疑給他提供了一個更好的選擇。「雖
然以前沒有詳細考慮過上高職院校，但從現在了解的情況
看，高職院校既可以學技術，以後也可以專升本，是個不
錯的選擇。」
據介紹，今年陝西省6所國家級示範高職院校（陝西工
業職業技術學院、楊凌職業技術學院、陝西鐵路工程職業
技術學院、陝西職業技術學院、陝西國防職業技術學院、
西安航空職業技術學院）單獨考試招生規模由院校年均招
生規模的20%擴大到30%。從2015年起，除已列入單獨考
試試點的6所高職院校外，還將增加省級示範性高職院校
和部分辦學定位明確、招生管理規範的高職院校進行單獨
考試招生試點。
列入單獨考試招生的試點院校，可於高考前根據核定的
單獨招生計劃規模，自主組織入學考試、自主確定入學標
準、自主進行招生錄取。擬錄取考生由招生院校在生源院
校以及本校公示後，報陝西省招辦備案，辦理錄取手續。

技能拔尖免試錄取
蔡釗利介紹，根據高職院校招生錄取實際情況，陝西省
選擇了部分高職院校和一些高職院校的農林、水利、地礦
等行業特色鮮明，且社會急需的專業實施註冊入學試點。
實施註冊入學試點的學校在當年下達的招生計劃規模內，
對申請本校入學的考生，綜合評價，擇優錄取。

此次改革並對技能拔尖人才實施免
試錄取政策。據介紹，中等職業學校
應屆畢業生中，獲教育部主辦或聯辦
的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三等獎及以
上獎項、全省職業院校技能大賽一等
獎者；中等職業學校往屆畢業生中，
目前在職在崗且具有高級工或技師資
格、獲得縣級及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授
予的勞動模範榮譽稱號者，經考試招
生機構核實資格、高等職業院校考核
公示並在陝西招生考試信息網公示
後，可由高等職業學校免試錄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仕珍) 2013年曾被人們稱
為大學生「史上最難就業年」，而2014年，面對727
萬高校畢業生的龐大數字，人們將之稱為「史上更
難就業年」。然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在全國大學生
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的情況下，很多高職院校的學生
卻成了搶手的「香餑餑」，供不應求。
近日，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北京發布的《2014
年教育藍皮書》數據顯示，2013年高職高專院校
初次就業率最高，達到78.1%，高於「211」（包
括「985」）重點大學的75.5%。學習成績與就業
不再成正比。記者從陝西的幾所國家級示範高職
院校了解到，高職院校大多採取校企合作方式，
進行訂單式培養，學生在校期間可到企業實習鍛
煉，畢業後則可直接進企業工作。

高分考生棄本科選高職
儘管社會各界對高職院校所存偏見較多，但

就業優勢明顯，近年來也成為眾多考生和家長

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對於許多分數達
到或超過三本線的考生來說，選擇高
職院校有就業前景的專業就讀或許更
加明智。
姜勇波是嘗到了這一甜頭的往屆生。

2010年，高考超過三本線的他毅然放棄
了入讀三本院校的機會，而選擇了一所
高職院校的空調製冷專業。畢業後，擁
有一技之長的他很快找到了心儀的工
作，且工資待遇還不錯，而自己高中同
班三本的很多同學還在為工作發愁。
「如果是為了面子或者學歷，上個本科
挺好的；但現實一點，就業才是最終目
標，擁有一技之長到哪裡都不會找不到
工作，從這點來說，高職是個不錯的選
擇。」姜勇波告訴記者。
隨着高職就業越來越好，相關專家表示，越來
越多的分數達到或超過三本，甚至二本分數線的

考生，放棄二、三本院校的大眾化專業，而選擇
高職院校的有就業前景的專業就讀，這一現象還
將持續下去。

高職生搵工較本科生吃香

專家：有利人才選拔培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仕珍)陝西

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王津研究高
職院校改革已有多個年頭，對於陝西
今年出台的高職院校改革措施，他認
為非常有利於人才的選拔培養。「目
前國家最缺的就是高素質技能技術型
人才，而高職院校正好培養的就是這
類人才，這無疑為考生成才提供了更
廣的途徑。」

校企合作更配合需求
王津認為，今年陝西推進的高職
院校改革舉措中，尤其是註冊入學
和拔尖人才免試入學政策，將極大
地解決專業人才供不應求的問題。
「中職院校培養的是技能型人才，
高職院校培養的是高端技能型人
才，但由於傳統觀念束縛，人們對
高職院校及其所設專業並不了解。
目前一些學校的部分專業就業很
好，學生卻不了解，報考人數少，
從而造成了人才與市場脫節的問
題。實行註冊入學和拔尖人才免試
入學，學生既能就業，也能深造，

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政策。」
王津表示，由於高職院校目前仍

是專科層次，因此部分家長和學生
對高職院校抱有偏見，認為學歷層
次低，但就業形勢好卻是不爭的事
實。「現在全國的高職院校都以培
養實用型人才為特色，建立了校企
合作共建的機制，在和企業深化合
作的同時，培養的人才直接向企業
輸送，離企業的需求也更近。」

技術高考成改革方向
「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是國家深化

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國家
大的層面來講，以後高考將分為普
通高考和技術高考，這將是一個大
的改革方向。」王津說，目前陝西
已推出自主招生、註冊入學、拔尖
人才免試入學等方式，未來可能還
會有更多種高考方式補充進來，解
決考生「一考定終身」的問題。
對於將推廣的技術高考，他認為

國家應增強其權威性，讓越來越多
的考生認識到其優勢，踴躍報考。

各地試行司法地方債改革 反腐不是代價而是利好
據中新網11日電美國
《僑報》10日發表社論文章
稱，西方輿論近期從經濟學
角度解讀中國的反腐，認為
中國反腐雖然有聲有色，但
付出的「代價」也不菲。美

林證券預測，反腐將令中國經濟在2014年蒙受1,000億美元以上的「損失」。
社論指出，反腐也許在短期內對某些行業、對消費數據有一定影響，但
更應該看到反腐釋放的經濟發展空間。這不是代價，而是利好。
社論稱，按照「反腐影響經濟」的邏輯，「損失」主要體現在：一

是官場吃喝風收斂，靠公款吃喝、商人攀附關係支撐的高端餐飲、酒
店的生意蕭條；二是送禮受到遏制，名錶、名包、豪車、洋酒、花卉
等權貴們偏愛的名品銷售下降；三是部分心虛的官商開始考慮通過投
資移民的方式外出避風頭，美國的EB-5投資移民簽證申請飆升，導致
中國資本流失。

擠掉泡沫助樓市降溫
此外，文章稱，反腐有利擠掉腐敗經濟泡沫，推動行業轉型。貪腐

群體所支撐起來的行業繁榮，表面熱鬧，實則脆弱，雖嘗過暴利甜
頭，也面臨巨大的政策風險，不可能長青。
文章認為，反腐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降溫作用。貪官通過權力運作

動輒囤上幾十套、上百套房，坐享房價上漲之利，客觀上卻加劇了房
地產市場的供應短缺。隨着反腐加壓，最近市場上便有以低價出售房
產的例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日報》海
外版報道，在中央全面深改領導小
組第三次會議上，上海成為「司法
改革試點」。「市場經濟是法治經
濟，司法改革應當配套，法官職業
化需要高素質的司法人才。上海在

這方面有優勢。」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說。「司法和行政，是兩種
權力運作模式。把司法機構按照行政科層制進行管理，本身就和司法隊伍
崇尚司法理性、平等適用法律的理念相違背。因此，分類管理實際上就是
『去行政化』，淡化司法人員的行政隸屬關係，注重專業領域。」

廣東率先發行地方債
廣東省財政廳10日表示已確定地方政府債券主承銷商，此次自發債規模

是148億元。對廣東來說，這不算大數目，但卻是中國的地方政府首次用市
場化方式解決自身債務問題。今年5月，財政部公布首批10個自發地方債
試點，廣東位列其中。

黑龍江設「糧食銀行」
去年11月，李克強總理調研東北時鼓勵黑龍江在現代農業改革方面「闖
出一條路子，給全國做示範」。在黑龍江，現在有兩家「糧食銀行」試
點，像普通銀行吸納儲戶存款一樣，糧食銀行吸收農民的存糧，為農民提
供免費存儲業務。只要手裡有「存折」，農戶就可以隨時提取、購糧甚至
是折現。不僅能存糧，糧食銀行還有代農加工、品種兌換等功能。這樣一
來，農民就可以自由選擇售糧的時機，再不用擔心「榖賤傷農」。

■■2014年陝西高考現場。 本報西安傳真

寒門出貴子 貧困生圓名校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仕珍)近年來，隨着中國
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鄉差別日益拉大，與此同時，
城鄉教育資源的分佈不均也直接導致了農村學生考
學的艱難。「寒門難再出貴子」成為時代熱議話題。
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央要求進一步提高重點高

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增加貧困地區學生接受高
等教育的機會，讓勤奮好學的農村孩子看到更多
希望。而在陝西今年的高考招生改革中，努力提
高農村貧困學生的錄取比例也是重點之一。

農村地區招生增3000人
蔡釗利介紹說，一方面，政府要求提高重點高
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增加貧困地區學生接受高
等教育的機會；另一方面，由於條件所限，有些
「寒門」考生分數較低，又很難進入名校。實施
貧困地區專項招生計劃，將有望幫助一些農村貧
困學生實現夢想。
據悉，陝西今年各類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增

加計劃近3000人，全省108個縣(區)涉及的有65
個，佔到60%以上。清華大學等6所名校共同實
施的「自強計劃」，今年也將在陝西面向國家級
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及集中連片特殊困難縣招
生，涉及10個市56個縣(區)。
「許多考生如果在正常錄取時，其分數根本無
法進入一些名牌高校，但參加專項計劃錄取，就
有望實現自己的夢想。」蔡釗利說，此前陝西已
連續兩年實施了貧困地區定向招生計劃，從改革
的實際情況看，這一政策優惠效果十分明顯，農
村貧困學生就讀重點高校的升學渠道正不斷拓
寬。

■■陝西省教育廳副廳長蔡釗
利。 本報西安傳真

■■陝西電子科技職業學院實踐教學現場。 網上圖片

打破打破一考定終身一考定終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