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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8时许，象山县石浦
镇半边山海域附近，一条19米长、
重约70吨的雄性抹香鲸搁浅。接
到渔民的报警后，海洋与渔业执
法、应急救援、港区派出所、水生野
生救助等多部门通力合作，展开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救援行动。经过长
达20个小时的接力救援，20日早
上5时20分左右，搁浅的抹香鲸成
功回归大海。

（4月20日中国宁波网）

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场
生死大营救。当天上午，笔者看了
相关视频，不无悲观地想：这条搁
浅鲸鱼生命危矣！这些年鲸鱼搁浅
的消息时有所闻，但成功获救的几
率很小，大多死在沙滩上了。何况
这条搁浅的鲸鱼体型如此庞大，体
重如此之重，救援难度不是一般的
大。万幸的是，经过多个部门的通
力合作，这条幸运的鲸鱼获救了！
真是一条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作为学生，我们要明白一点：
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大的物力、人力
拯救一条搁浅大鲸鱼？

鲸鱼不仅受国际法保护，也受
我国法律保护，被列入国家两级保
护动物名录。鲸，生为海洋食物链
顶端的王者；死后身躯归于海洋，
在保持海洋鱼类生态平衡中有着
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人类
过度猎鲸的行为，鲸鱼的种群繁衍
急剧下降。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
拯救更多水生生物，保护海洋生物
多样性，说到底，其实就是拯救人
类自己。

同时，我们还要关注这个问
题：为什么近年鲸鱼搁浅的悲剧频
繁上演？专家将此归结为个体生
病、导航失灵、军用声呐、羊群效应
和环境污染。前四种原因关系到鲸
鱼的生物特性和海防现状，一时难
以改变，我们所能做的是从改善海
洋环境做起。

先看报道，2017 年 2 月，一头
鲸鱼在挪威西海岸搁浅，海洋生物
学家在它身体里发现了超过 30 个
塑料袋和其他人类产生的垃圾；
2017年3月15日，一头抹香鲸搁浅
在广东惠州附近海域，最后死亡，
救援人员在它的口中掏出了很多
渔网线和塑料袋等垃圾。这还不够
说明问题吗？

为了保护鲸鱼，也是为了保护
人类自己，学生尤其是沿海地区的
学生必须从小确立这样的环保意
识：海洋不是垃圾场，人类生产出
来的垃圾不是都可以往大海里扔，
否则人类必将会为自己乱扔垃圾、
随意污染环境的行为付出惨重的
代价。保护海洋，就让我们从不乱
扔一只塑料袋做起。

陌上青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4月20日表决通
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2022
年5月1日起施行。新职业教育
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将更好推
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今日A3版）
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高级

技工比例仅为5%左右，全国缺口
近1000万人。而与之相对应的是，
全国共有技工院校2545所，其中，
技师学院 434 所，在校生 322 万
人，就业率达到97.4%，骨干院校
就业率达到 100%。可见，即使技
工 院 校 在 校 学 生 就 业 率 达 到
100%，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技能
人才缺口大的问题。基于此，职业
教育法将完成26年的首次大修，
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
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着力
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必须正视的是，过去，教育越
来越功利化。高等教育重本科、轻
职教，学术“腿长”、技能“腿短”，

“跛足”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就
业平台对高学历的过度崇拜，导
致一些学子选择“用脚投票”的方
式，逃离职业教育，每年开学之
初，技工院校便出现“退学潮”。再
者，在经济发展转型的今天，就业
形势更加严峻。用人单位为了自
身发展的需要，设置了更高甚至
是歧视性的就业门槛，如有的用
人单位就明确规定：本科以下学
历者免谈。这无疑是在向社会传
递一个信息：书读得越多、掌握的
知识越全面、学历越高者，越受到
用人单位的青睐。

可见，重视和支持职业教育
和技工教育，是解决技能人才缺
失、传承“工匠精神”的关键所
在。换言之，化解“技工荒”，需从
职业教育源头下工夫。特别是，
强化职业教育，关键是改革高考
模式。具体来讲，尽早出台方案，
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
第一种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
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
二种就是现行的高考，即学术型
人才的高考；实现技能型人才的
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
两者并重，协调发展。学生在高
中阶段，16 岁就可以选择未来
发展的模式。

事实上，高学历并非代表高
水平和高能力，特别是在当今应
试教育体制下，高学历都是“考”
出来的，其考试成绩是难以同工
作能力成正比的。更何况，一些
职业院校，是专门为用人单位定
向培养员工的，虽然在学历上低
了一点，但却学到了一技之长，
因而在就业上少了许多竞争，走
的是一条捷径。因此，职业教育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技
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获得平
等竞争的机会，共享劳动创造和
社会发展成果，应成为高考“两
种模式”的必然选择。

汪昌莲

前不久，笔者一位朋友因为
难以理解儿子所在班级老师布
置“抄写错题一百遍”的惩罚性
作业，一气之下发了条朋友圈

“吐槽”，引来学校领导、任课老
师的多方交涉，最后不得不删除
了事，他感慨“做家长真难、真
累”，乃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如
孩子班主任老师所含蓄指出的
是在“多事”“制造麻烦”。

确实，在家校矛盾中，我们
常常听到的是来自于学校方面
的批评指责，他们相似的说法是
现在的家长太功利、太自私、太
任性，他们共同的主张是家长要
相信学校的专业性，不要对学校
的工作指手画脚，他们甚至表示
如果家长不配合学校的工作只
会对孩子成长不利，这简直就有
点威胁的意味了。

爱子心切，人之常情。家长
因为关爱自己的孩子而表现出
一定程度上的感情用事和自我

功利其实是正常的，这点首先就
需要得到理解尊重。至于说学校
就一定比家长专业，家长不应质
疑学校的专业性，这在笔者看
来，其实并不必然成立。我们确
实可以看到，有些学校的日常管
理、有些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并
不专业，简单粗暴、机械僵硬、混
乱无序乃至缺乏常识等现象屡
见不鲜，要让家长对此保持“淡
定”“宽容”“理解”“信任”实在
有些勉为其难。更何况，随着受
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很多学生
家长无论在孩子素质养成还是
知识传授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
理解与把握，他们发现的问题、
发出的声音、提出的要求往往可
以为学校改进教育教学、提升管
理水平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是一
次难得契机。

教育的根本力量来自于真
爱、深爱，家长因为爱孩子而关
注学校，积极参与孩子在校的学

习、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
教育力量和教育资源，学校应引
起高度重视并加以充分利用。这
就要求学校和教师首先要调整
自己的姿态，放下习惯性的优越
感和居高临下的身段，去用心倾
听家长的心声，理解他们的诉求
及其背后蕴含的教育理性。同
时，管理者要畅通家校交流的渠
道，让家长能够不因为人情面
子、怕被报复等种种顾虑而选择
噤声、屈从直至漠不关心、听之
任之，一个相对独立、运作良好
的家长委员会或许在很大程度
上有助于解决诸如此类问题。

学生成长是学校、家庭、社
会共同培育的结果，孩子是学校
的，更是家庭的，也是国家和社
会的，家长对美好教育的向往是
学校、教师的不懈追求，循着这
一共同目标，家校可以达成最广
泛的共识，结成最可靠的联盟，
汇聚最强大的合力。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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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耗力救搁浅鲸鱼
只因我们身在
同一个地球

应尊重和包容家长的“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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