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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 檬 于冬亮

2014年4月，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几位工
作人员来到烟台工贸技师学院，选聘该校烹
饪教师邓介强的12名学生担任人民大会堂管
理局工作人员。“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80
多个学生在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工作，烹饪专
业特长不仅让他们轻松就业，而且帮助他们
成功在北京立足。”烟台工贸技师学院烹饪
专业讲师邓介强说。

受政策影响，许多星级酒店的餐饮收入
急剧下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烹饪专业学生
的就业，“虽然星级酒店招聘人数下降，但
是社会餐饮业很繁荣，学生在连锁餐饮酒店
照样可以拿到客观的薪资待遇，个人前途并
不会受到多少影响。”邓介强告诉记者，高
技能型人才在全国各地都非常受欢迎，以烹
饪专业学生来说，在实习期每个学生至少有

3个岗位可供选择，并且实习工资在2000元以
上，转正后工资翻番。

为什么邓介强的学生如此抢手？据了
解，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下技能型人才严重短
缺；另一方面，爱创新、能钻研的邓介强凭
借一手好厨艺赢得了好口碑，早已名声在
外，全国许多酒店都定期来争抢人才。

近日，《关于公布山东省2014年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的通知》发布，邓介强
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成为了山东省烹
饪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一个厨师，也能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刚认识邓介强的人，可能心中都会有
类似疑问。然而，随着对他和这份职业的深
入了解，人们心中的疑问都会打消。

1991年，从烟台工贸技师学院毕业的邓
介强实现了自己的“厨师梦”，学习烹饪专
业的他进入了烟台中心大酒店。从小爱琢

磨、能钻研的邓介强不断进步，慢慢担任了
厨师长。这在很多厨师看来，已经是非常让
人羡慕的理想职业，然而，邓介强认为，厨
师不能像流水线工人一样，仅仅满足于烹
制。1995年，邓介强第一次参与烹饪比赛，
在当年的中国（烟台）国际美食节上获得了
创新奖第一名。自此，他频繁参加各种烹饪
美食比赛，在提升自身的同时，邓介强喜欢
上了钻研新菜品。

“在比赛中我结交了很多优秀的同行，
大家一起交流，可以创造出很多菜品。我将创
造的新菜品教给别人，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
始带学生，后来我直接辞掉了在酒店的工作，
到母校当起了烹饪老师。”邓介强介绍。

凭借着十年如一日对烹饪教学管理、烹
饪技术研发事业的执着追求，邓介强从一名
技工院校的烹饪专业学生，成长为山东省首
席技师、中国烹饪大师和全国技工院校优秀

教师；从专注鲁菜菜品研发、著书立说，到
带领学生在国家、省市各类技能大赛中摘金
夺银，首次填补了山东省烹饪专业获得国家
级奖项的空白；从开创学院产学研一体化先
河——— 组建饮食服务中心、面点加工中心，
到成立了烟台市鲁菜研究所、中国鲁菜学府
等鲁菜研发高地。

2014年5月16日，烟台工贸技师学院获批
“中国鲁菜学府”暨“中国鲁菜研发基
地”。邓介强多年来在烹饪领域的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以及鲁菜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技术
高超的烹饪大师和名师，为振兴鲁菜、促进
烹饪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许多家长对技能教育存在偏见，认为
孩子到技校上学很丢人，这种观念需要转
变。事实证明，技校毕业生照样可以有很好
的个人前途。”邓介强说。

□ 本报记者 杜晓妮 于冬亮 李檬

校企合作加速课程改革

“职业教育是为了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
职业技能或知识，从而从事一定社会生产劳
动。但是，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
节的现象严重违背了职业教育的宗旨，需要
下大力气改革。”谈及烟台职业教育的发展
状况，烟台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烟台市有四大支柱产业和三大产品集
群，涉及机械、电子、食品、黄金等行业，
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对相关
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增长。为了提升
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契合度，烟台市教育
局组建数控技术等12个市级职教集团和船舶
制造、汽车工程2个省级职教集团，利用市
场机制引导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

“校企合作能够提高职业教育与企业需
求的匹配程度，为当地企业解决了用人问
题，更重要的是学生毕业就能就业，打破了
普通高校‘毕业即失业’的困局。” 该负
责人介绍，目前成员企业为职业院校提供了
1 . 12亿元的实训设备，学校和企业将在更高
层次、更广领域开展合作。

职业学校过去使用国家规划的专业课教
材，课程内容与企业岗位需求的职业标准有
很大差距。为此烟台市加快课改步伐，组织
学校骨干教师、企业优秀技术人员共同编写

了《汽车发动机拆装与检测实训》、《烹饪
专业实训》、《服装制作工艺》等40多本专
业课教材和实训教材，新开设了风电场机电
设备运行与维护、港口机械运行与维护、珠
宝玉石加工与营销等20多个专业。目前，全
市职业学校开设18类110个专业，基本涵盖了
烟台经济社会发展所涉及的主要产业和产品
集群。

创业教育促学生出彩

战俊杰不仅是网店的老板，还是烟台经
济学校计算机专业大专班的学生。2014年10
月，战俊杰代表烟台市参加了2014光华创业
精神大奖全国决赛。经过全国大赛的提升，
战俊杰根据导师的建议，将他的电商模式做
了调整，11月份的月营业额轻松达到10万
元。他的创业决定源于学校开设的创业课程
和技能大赛。

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成为家长和社会关
注的焦点，也是烟台市教育局考量的重点。
早在2011年，烟台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市职
业院校创业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省
率先建立了开设创业课程、开展创业模拟活
动、搭建校园创业实践平台的“三位一体”
创业教育模式。

烟台机电工业学校校长范志毅将技能大
赛作为了加强专业建设、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的重要手段。“学技能、比技能、立足社会
靠技能是我常常跟学生强调的，我们举办了

校园技能节，不仅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也要让优秀的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好苗
子’更应该重点培养。”范志毅说。

据烟台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通过烟台
市技能大赛选拔出的选手在国家、省技能大
赛上也屡获佳绩，在2013年全国技能大赛
上，烟台市获得1块金牌、9块银牌的优异成
绩，取得国赛金牌零的突破。2014年，烟台
市选手获得3块国赛金牌、10块省赛金牌的
历史最好成绩。

转观念提升职教吸引力

“很多家长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认
为‘职业学校是混文凭、长身体的地方’。
传统观念的禁锢让很多家长看不到职业教育
的闪光点，这需要我们长期努力去证明职业
教育的优势。”烟台市牟平区教体局副局长
王吉纯说。

据介绍，该区教体局实行“家长开放
日”制度，定期邀请学生家长到职业院校观
摩座谈，并在牟平教育网上刊登理解优秀毕
业生事迹，让家长和学生明白“金领、银领
不如拥有一身好本领”的道理。

2012年，山东省将职校生考大学正名为
“春季高考”，提升了中专生考大学的社会
地位。2013年、2014年我省出台系列文件，
打通了中专生学历上升的通道。近两年，烟
台市春季高考屡创佳绩，去年南山职业技术
学校526人参加春季高考，477人本科上线，

371人被录取到本科院校。这就意味着职业
学生也有机会实现“大学梦”，在掌握技能
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学习能力。

“职校生拥有了升入本科院校的通道，
显著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职业教育前
景一片大好，我们要抓住机遇，让更多职教
学生拥有美好生活。”烟台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说。

■ 点评

职业教育

需内增活力外增引力

烟台市教育局局长 纪德臻
职业教育要突破以往的观念束缚，增强

吸引力，获得社会认可，首先要内增活力。技
能型人才缺口不断扩大，企业的用人需求直
接关系到学校人才培养方向，故而创新职业
教育的体制机制，是激发职业院校办学活力
的重要手段。深化校企合作，实现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对接；加快课程改革，实现课程内容
与职业标准对接，将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与
市场需求的契合度。

提升社会认可与大众关注度是职业教育
增强吸引力的关键。“打铁还需自身硬”，
职业教育在全新的教育生态中不断完善教学
管理，将大批人才输送到社会各行业，无形
之中已在确立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杜晓妮 报道
本报烟台讯 烟台市2015年春季高考

知识考试5月9日在芝罘区开考，全市设8
个考点，177个考场，4983人参加考试。

2015年春季高考继续实施“知识+技
能”考试模式，“技能”部分考试已经于3月
11日-29日由31所省内主考院校进行完毕。
知识考试于5月9日-10日进行，考试科目为
语文、专业知识、数学、英语四科。全市参加
考试人数为4983人，比去年增加2044人。

□ 责任编辑 赵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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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谋划增加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契合度

金领银领不如一身好本领

4983名考生

参加春季高考

技能人才短缺引来争抢

好厨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烟台某职业技校组织的建筑技能大赛。 (资料片)

□阎婷 李春猛 报道
本报海阳讯 来自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的消

息表明，日前，海阳市2个省级“海上粮仓”项
目获得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省级的批复。“海阳
市现代渔业示范园区”为2015年省级现代渔业示
范园区项目，“刺参种质资源保护保存与良种繁
育推广”为2015年省级现代渔业种业提升工程项
目，两类项目全省仅分别批复了10个和5个。

建设“海上粮仓”是山东省为统筹粮食安全
与现代渔业建设，充分发挥山东渔业资源的代
粮、节粮、促粮作用和生态效应而提出的。该项
目的申报通过海阳市、烟台市行业主管部门初
选、审核、层层上报，并通过了省行业主管部门
评审，在全省众多的高端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
获得了批准。据了解，“海阳市现代渔业示范园
区”项目的实施，将较好地推动该市渔业园区科
技创新能力、产业化经营能力、综合竞争能力和
辐射带动能力“四种能力”的提升，对于全面促
进渔业增效和渔民增收、加快推进该市渔业转型
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海阳2个省级

“海上粮仓”获批

□记者 曲旭光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公

布数据，2015年一季度，烟台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7541元，同比增长9 . 2%；人均消费支出4985元，
同比增长10 . 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337元，同比增长7 . 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961元，同比增长10 . 7%，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出
城镇居民3个百分点，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在各项收入来源中，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4272元，同比增长10 . 6%，占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56 . 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5395元，同比增长7 . 7%；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2658元，同比增长16 . 2%。

此外，全市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1419元，同
比增长7 . 9%，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 8%。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1625元，同比增长
11 . 6%；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1122元，与去
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全市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828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占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11 . 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889
元，同比下降10 . 0%；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741元，同比增长19 . 9%，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
幅明显大于城镇居民。

一季度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7541元

□记者 于冬亮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国务院决定自

2015年起，每年5月的第二周为“职业教
育活动周”。首届活动周的主题是“支撑
中国制造，成就出彩人生”。据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首届职业
教育活动周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时间
为5月10日-16日，活动内容包括开放校
园、开放企业、为民服务三部分。

烟台市教育局根据通知要求，各类职
业院校开放校园，面向中小学生、家长和社
区居民开展职业体验活动、观摩教育教学
成果，组织师生开展技能竞赛或演示。在开
放企业方面，烟台市组织有条件的行业、企
业开展相关活动，介绍产业发展前景、企业
产品研发等情况，激发全社会对于劳动和
技术技能的兴趣爱好，增强创新活力。

职业教育

活动周举办

□郑书伟 刘钧坤 报道
本报烟台讯 5月5日，牟平区政府举行新闻

发布会，通报今年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据
悉，今年一季度，牟平生产总值完成67 . 5亿元，
同比增长7 . 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
投资、实际利用外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主要
经济指标增幅超过10%，其中实际利用外资增幅
超过40%。

今年一季度，牟平全区143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1 . 4%，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90 . 8亿元，增长1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4 . 9亿
元，增长17 . 3%；实际利用外资完成4671万美
元，增长46 . 4%；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6 . 01亿
元，增长10 . 4%。同时，受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
件、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等利好改革政策刺
激，全区市场主体培育效果显著，一季度，新增
个体工商户583户，私营企业226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17个。据介绍，从一季度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来看，牟平全区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好于去年同
期，呈现出稳中缓进的态势。下一步，牟平将以
新区建设为载体、招商引资为抓手、改革创新为
动力、产业转型为重点，进一步明确责任、强化
调度、严格考核，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牟平一季度

完成生产总值

67 . 5亿元

烟烟台台教教育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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