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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锐评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

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到“工笔

画”，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丰硕成果。

目前，我国教育不断对外开放，职业院

校在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拓境外

办学品牌、实施本土化师资培训、助力

“走出去”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组建

区域性职业教育国际化联盟等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以鲁班命名的职

业教育国际交流平台“鲁班工坊”已成

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实施“走出去”战

略的一张“国家名片”。

据权威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

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企业

1.1万家，中资企业雇佣外方员工人数

占企业员工总数的60%。截至2022年

底，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

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

就业岗位；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

营业额累计分别超过1.2万亿美元和

8000亿美元，占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

比重超过了一半。

实践证明，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

可为合作国培养大批应用技术型人

才，有效提升就业竞争力。同时，伴随

着职业教育走出去，将中国优质职业

教育和产品技术带出国门与世界分

享，在职业教育领域搭建技能传播与

人文交流的平台，可促进各国民心相

通，维护人类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道

路的多样性，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

为紧密，与就业和民生关系最为直接，

职业教育以满足个人就业需求和工作

岗位的客观需要为目标，相比其他类

型的教育，更贴近和服务民生，直接关

系就业生存问题。应积极主动推动教

育对外开放，扩大高职院校国际合作

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教育对外开放高

质量内涵式发展，为构建全球教育共

同体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首先，各级政府应统筹联合，形成

政策合力。一方面，应建立“走出去”

国家治理机构，全面统筹职业教育与

行业“走出去”的顶层设计、政策制

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结合区域

经济和产业结构，掌握走出去企业海

外人才需求，推进本地区有条件的企

业协同高职院校“走出去”，服务区域

对外开放。

其次，职业院校要强化内功，不断

提高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一是

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培养一支“能上

讲台、能下车间、能讲英文、会教中文”

的国际化师资队伍。二是健全和完善

服务“走出去”企业的激励机制，制定

“走出去”相配套的制度，以激发教师

积极性，保障职业教育海外办学行稳

致远。

再次，校企应协同互动，健全“走

出去”的运行机制。“走出去”企业需要

职业教育为其培养合格雇员，因此，企

业应结合自身需要来设立项目，明确

人才培养需求，遴选职业院校和专业，

引导职业院校开发企业所需项目，实

现校企供需的有效对接。职业院校要

充分利用合作企业资源，熟悉当地劳

动力市场状况，联合企业开展课题研

究，解决企业现实问题，发挥各自优

势，合作共赢。

（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带一
路”天津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商
学院教授）

着力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
李名梁

近日有媒体报道，河南驻马店的张

先生到浙江嘉善打工，可面试了多家电

子厂都没成功。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

被拒绝的理由都和长相有关，全因自己

的脸太方了，“你这面相不行，我不

要”。因长相问题被拒，让张先生很受

伤，“我就是长得再赖，我也能吃苦耐

劳、能干，为啥不让我工作呢”？

翻看新闻不难发现，类似的奇葩

招聘现象并不少见，有的限血型、挑地

域、量身高，有的甚至还要看手相、限

制手机号。用人单位根据自身需求，

在招聘过程中设立一定条件和门槛，

并从各个方面考察求职者是否符合需

求，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用人单位

抛出问题、提出要求与意向工作岗位

相关度较低，甚至是毫

无关系，那么无疑就属

于就业歧视了。

我国劳动法、就业

促进法都明确规定，用

人单位招用人员，应当

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

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

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但这些新型

的就业歧视“深藏不露”，无形中毁掉

了许多人的求职梦想。

劳资双方不平等的现状，造成了

用人单位能够有恃无恐提出各种“奇

葩”要求。这种畸形的局面，自然会对

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造成负面影

响。长此以往，劳动者会“寒心”，“玩

火”的企业也难以让员工拥有归属

感。对此，劳动监察等部门应设置便

捷的投诉反映渠道，让更多的求职者

能够畅通维权；同时，还要严厉打击这

些新型的就业歧视行为，提高违法成

本。企业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尊

重知识和能力，真诚对待求职者，实现

求职者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奇葩招聘当休矣
邓华

不久前，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冯塘乡

的万女士发视频称，自家承包土地种植的

药材遭到村民哄抢，引发社会关注。

视频中，不少村民正提着小篮筐，在

田间地头挖药材，一名妇女坐在地上大声

哭喊，自己辛辛苦苦种的药材都被抢走

了。另一段视频中，视频拍摄者表示“雇

了二十多个人（在田间看着）都拦不住来

哄抢的人”。

事后，淮阳区农业农村局对事件进行

了解释和澄清，称农民在收割时遇到机械

故障，没有及时收割完毕，导致村民“误以

为收割已经结束而进田捡拾”。这一解释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很多人对村民的

行为表示愤慨和不满。毕竟，从视频中所

表现出的场景，究竟是“哄抢”还是“捡拾”，

公众一目了然。

近年来，类似哄抢事件仍有见诸媒体，

而且鲜有哄抢者受到法律制裁。究其原

因，无外乎很多人都抱有这样的观点——

法不责众。

需要明确的是，法不责众在司法中是

并不存在的。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哄抢财物行为可以处以拘留，情节严重

的甚至可以追究刑事责任。此前发生过的

哄抢行为，之所以有“不责”的情况，大多是

有关部门执法不严造成的。如果警方挨户

走访调查，不仅执法成本大而且效果往往

不甚理想，于是，很多执法部门也选择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毫无疑问，哄抢是一种违法行为，我们

不能止于道德层面的批判和谴责。唯有通

过法律手段向哄抢参与者“亮剑”，这种自

私贪婪、法不责众的心理才不会有市场。

何况法若不责众，也许今天的“众”只是犯

犯小错，但明天可能就会更甚，长此以往社

会秩序又何以安稳？“法不责众”不仅于法

无据，更严重损害了法治权威。“法立，有犯

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唯有做到严格

执法，才能保证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

面对哄抢岂能法不责众
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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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不能关寝室门！”近日，有网

友发帖称，安徽省合肥市第六中学（菱

湖校区）宿舍管理现奇葩规定，引发网

友热议。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根据合肥

市第六中学住宿管理手册，考核细则

扣分项共有40条，学生违反相应条例

会有相应分值的处罚，高分值20分，

低分值2分。比如手册第33条规定

“寝室实行开门管理，学生不得随意关

闭寝室门”，否则将被扣5分；第39条

规定如学生在“公共区域衣着不整齐、

穿拖鞋”，将被扣5分。同时手册规

定，学期累计扣分达30分以上的同学

上报学校德育处，将给予停宿或退宿

处理。

学生宿舍管理制度属于校规校纪

的一部分。为了营造更加整洁、文明、

有序的住宿环境，学校通过相关规定

来规范住宿生的行为，实有必要。但

是规定自身应当科学、合理且符合基

本的生活常识，不能为了学校管理方

便而无视学生的正当权益。就拿“公

共区域衣着不整齐、穿拖鞋”这一扣分

项来说，具体到执行层面，就是哪怕学

生“从寝室到厕所也要换鞋”。

校规不应是冷漠的，而应是温暖

的。教育对象是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的

未成年人，冷漠、刻板的住宿规定只会

造成学生在心理上对学校的冷对抗，

而不是真正服从学校的制度管理。

英国著名教育改革家赫·斯宾塞

曾经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个

性。”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

仍然看到一些打着“为学生好”旗号

的“奇葩”校规、刻板规定，其实仅仅

是把学生当作管理对象而非育人对

象，作用也往往是把学生的活力和个

性束缚起来。希望广大教育者能引

以为戒。

校规切莫违背常识
陈季贞

■ 农产品当以“真面目”示人
本报14日刊发图片新闻《督导更换生鲜

灯 还原农产品“本色”》，报道河东区市场监
管局日前正在推进禁用生鲜灯的督导工
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食用农
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将于
12月1日施行，其第七条规定“销售生鲜食用
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
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
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本市市场监
管部门指导更换生鲜灯，意在还原农产品
“本色”，营造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

点评：所谓生鲜灯，除了给农产品增加

“美颜滤镜”之外，并无实际意义上的保鲜

功能。让农产品以真面目示人，才是对消

费者负责的态度。

■ 草根诗人的脚下亦是远方
《扬子晚报》官方微信12日推送文章，

报道55岁“外卖诗人”王计兵的新作《我笨
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不到一天就卖出2000
多册。王计兵卖过水果、捡过破烂、当过装
卸工，送外卖是他做的时间最长的工作。
2009年家里买了电脑后，他开始写诗歌。
一个赶时间的人，“以清醒、悲悯、智睿的文
字，将小人物的生命价值从容表达”。今年
他不仅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还荣获江苏省
紫金山文学奖。

点评：矿工诗人陈年喜说，“再低微的

骨头里也有江河”；外卖诗人王计兵说，“生

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

天”。他们的文字记录了中国草根劳动者

的人生感悟，也告诉我们“诗与远方”其实

都不远，或许就在我们脚下。

■ 精打细算的消费者更成熟
《中国青年报》9日刊发《如何消费？

86.5%受访青年明确“该花花该省省”》一
文，指出“精打细算”正取代“大手大脚”成
为年轻人的消费新特点。物价走高和经济
压力、可便捷查询和比较优惠信息、高性价
比的国货崛起、熟谙商家宣传活动套路等
因素，促使年轻人在消费时更加精明，更倾
向量入为出，“该花花该省省”的消费理念
也能增强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感。

点评：年轻人日渐理性成熟的消费观，

不仅于个人和家庭是好事，同时也能倒逼

供给侧升级换代，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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