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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专家认为，家长的普职分流焦虑，实际折射的是
我国现阶段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中职教育人才培养
体系仍需完善，以及中职生与大学生的就业差距较大。
办好职业教育、完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才是缓解焦虑
的根本之道。

近几年，国家逐步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发展职业本科
教育，给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和家长一个更好的期待。

“普职分流让不少人因为‘被定型’产生焦虑，建议建立普
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两个教育体系之间互认标准
的教育评价体系。”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许
进认为，这样不仅使孩子在人生重要的成长阶段有更多
的选择机会，同时也避免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
形成两个死胡同。

李斌指出，如今一些职业院校对市场研究不够，专业
设置和教学调整不及时，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错位，职业
教育社会吸引力不高。建议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
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
业的办学方向，优化学校专业布局，开设更多紧缺的、符
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培养更多符合产业发展、社会发展的
有用之才，让职业教育“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

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认为，应尽量改变社
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普职分流不应变成“普职分
层”。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升职校毕业生的
含金量，加大技术技能人才的薪酬激励力度，逐渐提高技
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通过实现高质量就业来逐步改
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念。 （据《半月谈》）

普职分流焦虑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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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指出，普职分流重在分流，而
不是淘汰。在普职分流之前，所有的孩子都为了高考“独木
桥”而奔跑，普职分流的改革，是在高考之外增加了另外一
条路径，让那些可能不太擅长书面知识学习的孩子能够尽
早地学到技能专长，在不同的赛道上体现自己的价值。

有学者假设，如果取消普职分流，初中生全部涌入高
中，而高等教育的本科招生规模并没有扩大，3 年以后进
入本科学习的学生仍然还是那些学生。取消普职分流不
过是将焦虑后移 3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其中耗费
的巨大的时间、精力成本难以计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从全世界范围看，
各国的高中阶段教育都有中职教育，只不过模式不同。
美国、加拿大、英国的高中，普遍为综合高中，将普通高中
课程与技能课程融合在一起，由学生自主选择普高学术
课程或技能课程。在高中毕业后，以高中课程成绩以及
统一考试成绩申请综合性大学，或者社区学院、职业学
院。德国则实行分流方式，高中有学术高中和职业高中，
由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相同，技能人才受到社会
尊重，选择职业高中的学生超过选择学术高中的学生。

事实上，中等职业教育也有普通高中教育不可替代
的一些长处，且吸引力正在逐渐增强。山东省教育厅党
组书记、厅长邓云锋说，2021年山东省中考有2.95万人达
到了普高线，没有选择上普通高中，而是选择职业学校，
还有 1.7 万名学生在普高学习，然后转到了中职来学习。
这证明，只要中职教育在技能培养和促进就业方面持续
提升，家长和孩子是愿意选择的。

普职分流制度为何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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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职分流焦虑从何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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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双减”实施元年，孩子减负，但部分家长却没
能“减忧”。以考试分数为依据的普职分流成为家长焦虑的
最强催化剂。

在不少家长看来，中考之后按照5∶5的比例进行普职分
流，意味着50%的学生只能进入中职学校。“一半学生不能升
普通高中，更别谈考大学了，现在家长对于普职分流的焦虑
已经大于对高考的焦虑。”一位家长说。

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统计结果，2021 年大学本科
专科一共招生 1001.32 万人，而高考报名人数为 1078 万人，
高考升学率达93%，中考升学率仅有50%。

“高考焦虑”提前至“中考焦虑”，家长们的“备战计划”
也不得不提前。“以前为了高考，初中学习一定要抓紧。而
现在为了备战中考，连小学都有了紧迫感，丝毫不敢松懈。”
小学家长何新远说。有家长更是担心：“中考的孩子们心智
尚未成熟，还不大明白学习的重要性，更不懂得考不上高中
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提倡普职分流的中考制度，提前把他
们从高考路径上淘汰，无异于剥夺了他们成长转变的机
会。”

由此，一些学者建议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乃至取
消中考，让学生坐上“12 年一贯制直通车”，减轻家长学生
的焦虑。在发出类似呼声的专家、学者看来，首先，中考
分流太早，青少年难以科学、客观地决定自己的人生道
路；其次，分流前的知识储备不足以应付未来的产业升
级，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时代脱钩；此外，还有人
认为避免教育分层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中考，同时也可
实现教育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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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地区
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
格持续上涨，有些人担心我国粮油
肉蛋奶蔬果等重要民生商品供应
紧张。多位业内专家认为，我国重
要民生商品量足价稳，各类消费市
场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粮食价格涨幅平稳

“我国口粮安全有保障。”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产业室主任、研究员钟钰说。

我国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近
日，中央财政下达资金200亿元，对
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2

月份以来，农业农村
部派出工作组，分
赴 冬 小 麦 主 产 省

份，深入田间
地头查苗情、
查墒情、查病
虫情，指导各
地及早动手开
展春季田间管
理。总体看，

我国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安全有保障。

农业农村部油料市场分析预
警团队分析师李淞淋表示，我国食
用植物油供应有保障，价格预计稳
步回落。

据农业农村部油料市场分析
预警团队监测：自 3月 3日开始，国
内一级豆油、葵花籽油出厂价格止
涨回落；自 3 月 10 日开始，各类植
物油产品价格明显下跌。

国内油菜籽将在 5 月下旬上
市。据监测，去年秋冬播油菜的种
植面积比 2019 年增加 500 万亩左
右，目前生长情况良好，产量预计
较上年增加。从中长期看，国内食

用植物油供给有保障。

肉蛋奶供应充足

“全国生猪供应充足，价格已
连续 16 周下跌。”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
勇说。

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县集
贸市场及采集点监测数据显示，今
年 3 月份第 4 周，全国每公斤猪肉
均价 22.38 元，环比下跌 1.2%，同比
下跌49.2%。

日前，中央和地方全面启动猪
肉收储。3 月 22 日，农业农村部召
开部门协调会议，要求各地强化生
猪全产业链信息监测和预警，积极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政策支持，
稳定养殖用地和环保等长效性支持
政策，精准实施生猪产能调控和冻
猪肉收储调节，持续抓好非洲猪瘟
常态化防控，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
康发展，帮助养殖场户渡过难关。

在中央和多地采取有力措施
下，猪肉价格跌幅可能趋缓，有望
在低位窄幅震荡调整，继续下跌空
间不大。

此外，鸡蛋市场供应充足。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究所副研究员朱宁表示，鸡蛋作为
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农产品，已
能够基本自给。

由于前期全国产蛋鸡存栏量
处于历史同期偏高水平，之后行业
逐步调减产能。从补栏情况看，全
国在产蛋鸡存栏将平稳增加，鸡蛋
市场供应充足。

我国奶源充足，可满足市场需
求，不会出现供应问题。”农业农村
部牛奶市场分析预警团队分析师
祝文琪说。去年，我国进口乳制品
总量为 395 万吨，比上年增加 62 万
吨；国内牛奶产量 3683 万吨，比上
年增长 7.1%，均创历史新高。生鲜
乳收购价格下降，一方面符合上半
年价格走低的规律，另一方面在生
产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价格下
降也体现了乳品库存较为充足。

蔬菜价格趋于回落

“我国蔬菜供应充足，价格正转
入季节性回落。”农业农村部蔬菜市
场分析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张晶说。

随着气温回升，一般每年 3 月
份菜价开始进入季节性回落期。
而今年受油料、农资价格上涨和不
利天气影响，蔬菜价格较往年同期
跌幅明显收窄。

蔬菜供应充足，水果供给同样
有保障。“我国水果种植面积大，市
场供应较为充足。”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晔说。

当前，水果价格处于季节性上
涨通道。主要原因是初春时节青
黄不接，冷库苹果、冷库梨和香蕉
是水果市场供给主力军。分品种
看，苹果和梨库存量偏低。据调研
统计，截至 2 月底，冷库苹果存量
664万吨，较前3年同期平均值下降
9.4%，处于历史偏低库存值；冷库
梨存量 270 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
12.9%。季节性供给偏紧是支撑苹
果和梨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香
蕉产区受寒潮天气影响，供应减
少，价格走高。

“后期，随着春夏季时令水果
陆续上市，水果市场供给量加大，
价格将稳中有降。”专家说。

（据《经济日报》）

“高考焦虑”
成“中考焦虑”？

普职分流焦虑咋缓解普职分流焦虑咋缓解

近年来，社会性的教育焦虑愈演愈烈。随着“5∶5”式普
职分流政策的提出，长期存在的教育焦虑也逐步表现为中考
分流的升学焦虑。“取消普职分流”，一度成为“双减”后社会
各界关注的热点教育话题。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取消普职分流、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只是将焦虑延后、拉长。普职分流重在分流，而不是淘汰，这
是多元培养机制带来的个人成才机会的增量。推动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职业教育，完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才是缓解焦虑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