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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倪建军）6月 30日上午，玉环市
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在乐清湾玉环市海山乡茅埏
岛南滩码头，放流日本对虾苗852万尾，此次放流的
日本对虾苗体长均超过1厘米，价值5.6万元。

当天上午，在台州市、玉环市两级海洋与渔业执
法人员的监督下，身穿红马甲的海山乡政府党员、团
员志愿者将这些虾苗顺利放流大海。

6月7日，该市曾在南排山(海岛)附近海域，增殖放
流大黄鱼鱼苗2369万尾。“玉环沿海是日本对虾繁衍
生长的传统海域，目前乐清湾海区风浪和气温都适合
日本对虾苗放流，而且6月份放流也能提高日本对虾苗
的成活率。”玉环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刘顺说。

自2006年以来，为缓解海洋渔业资源日渐衰竭，
玉环渔业部门每年都会举行增殖放流活动。2016年来，
该市共投入1513.2万元，放流大黄鱼、黑鲷、真鲷、乌贼
等鱼苗共计9748.7万尾，海蜇苗25万只，日本对虾苗
16954万尾，放流荔枝螺、管角螺等幼螺6900公斤。

玉环：乐清湾海域
放流虾苗852万尾

本报讯（通讯员徐 帆）为了吃上“自家种”新鲜
蔬菜，有人打起了绿化带、河道边、山上公共绿化空
地的主意，将其开辟成“菜园”。“空地种满了菜，一施
肥，成天臭烘烘的。”近日，有市民向温岭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太平中队反映，后应村存在毁绿种菜行为，希
望得到相关部门的帮助。

执法人员在现场看到，该村的空地被村民开垦
成菜地，每块菜地宽度 2米左右，长度为 3-5米，种
植了各类蔬菜。菜地旁堆放了不少塑料纸和杂物，还
有用来接雨水浇菜的铁桶等。

除了此处，执法人员在巡查中还发现塔下村的
绿化道内也被种上了各种蔬菜，甚至河道边宽度不
足1米的空地上也被“利用”上了。

“毁绿种菜行为不仅破坏了市容环境和城市风
貌，还侵占了公共利益。”该中队执法人员说，此次开
展“毁绿种菜”专项整治行动，会对种菜的老百姓上
门进行耐心讲解、劝导，若整改不及时、不到位，将对
没有清理掉的菜园，统一进行清理。

6月 22日，太平中队出动 10余人次，对菜地进
行了清理，拆除了居民安装的简易栅栏和各种堆放
物，也对土地进行了平整。清理现场执法人员对多名
当事人进行劝说、教育。

太平中队将继续做好相关宣传工作，对巡查中
发现的毁绿种菜等行为及时制止与清理。

温岭：严查毁绿
种菜行为

6月29日上午，路桥区桐屿街道联合桐屿市场监
管所，带领当地中心幼儿园的10名小朋友，进辖区农
贸市场、超市开展食品抽检，宣传食品安全知识，传播
勤俭节约生活理念。图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进行蔬菜农残检测。 本报记者周子凝摄

食品安全从娃娃抓起食品安全从娃娃抓起

本报记者谷尚辉 盛鸥鸥

中考分数线公布后，黄岩市民李光侠
陪儿子来到黄岩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报
名，他们最终选择了汽修专业。6月25日，
记者在椒江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看到，围
聚在校门口的家长和学生人数也不少。

记者从市教育局高等和职成教育处
了解到，2016年以来，根据台州中考报名
人数增长比例和中职招生人数增长比例
对比，台州就读中职的人数呈现增多趋
势。这两年，有些已经上了普高线的学生
也选择就读中职学校。

对于中职教育，家长仍有些担忧

“上学就是为了今后能有个好工作，
改善生活质量。既然成绩上不了普高，选
择中职学校具体专业时，我们倾向于好就
业的。”作为教师的李光侠，坦言自己亲眼
见证近年来中职学校越来越吃香。

六七年前，她和学生、家长曾受邀来
到该校参观，“学校用大巴车接送我们，还
安排我们在食堂吃饭，但当时家长都担心
中职学校风气不好，孩子可能会学坏，即

便孩子中考只考200分的，家长也不愿意
孩子读职校。”

虽然台州的中职教育就读率逐年提
高，对于儿子的未来，李光侠仍有些担心，
她认为虽然现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接受
度有所提升，儿子也能在学校里学到一技
之长，但与本科学历相比，中职文凭含金
量仍有所缺陷，竞争力不强。“我们这里要
想达到德国那样认可和尊重蓝领工人的
程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相对于李光侠，前来就读中职的很多
学生并不了解中职院校。黄岩江口中学的
郑同学考了 437分，也在妈妈的陪同下，
填报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数控技术应
用专业。对于已报名的数控技术应用专
业，他表示“对这个专业并不了解，也不太
感兴趣”。

连续十年职普比例大体相当

2002 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
来，各地区、各部门都在贯彻执行《国务院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加强职业教育工作，以就业为导向改
革与发展职业教育逐步成为社会共识。

2017年，教育部等多个部门联合下
发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
2020 年）》，在这则计划中明确表示，到
2020年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
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

在台州，职业教育发展更为超前，根
据政策调整，已经连续十年职普比例保持
大体相当。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对职业教育有
所偏见。”市教育局高等和职成教育处负
责人郑琳说，很多人对职业教育的认知还
停留在以前，觉得中职学校管理不善、学
习风气不好、师资力量有限等等，好像读
中职学校都是成绩差的。

郑琳表示，实际上台州不断加大职业
教育投入，扩大资源增学位，优质资源覆
盖面不断扩大，办学基本条件明显改善。

玉环、仙居、三门投资28亿元新建职
教中心，总投资约7亿元的高职院校二期
工程也在有序推进。

目前，台州共有职业院校30所，其中高
等职业院校3所，中等职业学校27所，专业
教师“双师型”教师占比88.9%。还建成国家
级改革发展示范校3所，省中职“名校”4所，
省级改革发展示范校8所，17所学校入选省
职业院校“双高计划”建设单位。

台州职业教育逐渐融入城
市发展战略

“从近年的情况看，企业普遍青睐中
职毕业生。他们既有一定文化基础，也有
一定技能。”黄岩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办公
室主任朱永玲说，如今优质中职学校的
学生都很抢手，中职学校是培养蓝领的
基地，可以学一技之长，找工作相对比较
容易。

这方面，黄岩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招生办负责人李正来也颇为赞同。他说，
这些年来的变化是，随着社会对职业教
育的接受度逐渐增高，以及地方特色产

业对初级技术人才的需求，中职学校招
生容易多了。

“大概五年前，即便我们下乡入户宣
传，也不一定能招到学生。以至于当时对
分数等都没有要求，只要学生愿意来读，
我们就招收。”李正来说，现在生源充足，
学校招生对分数、思想品德等也有了要
求。家长观念也在变化，上不了普高，不如
到中职学校适合的专业继续学习，现在有
专业倾向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目前，全市职业院校签订长期合作协
议的企业1496家，校企合作共同体70个，
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 20所，现代学徒学
校参与专业数占全部专业70%，订单班突
破 100个，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平台 20多
个，校政企共建产业学院20多家。

去年疫情发生后，全市职业院校还组
织学生支持了4685家企业复工复产。

郑琳说，这说明台州的职业教育已经
作为一种业态，逐渐融入城市发展战略，
汇入民营经济发展。

我市职业教育已逐渐融入城市发展战略，汇入民营经济发展

中职毕业生受企业青睐，家长却对职业教育存有偏见

台州职普比例十年保持大体相当

聚焦台州职业教育发展系列报道

一名学生在填写职业技术学校报名表。 本报记者谷尚辉摄

编者按：今年4月，全国职业教
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
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
工匠。

一技成，天下行。近年来，台州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积
极出台政策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可持
续发展，优化专业设置，提升专业与
产业契合度，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的针对性、实用性。如今，台州职
业教育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记者通
过多方调查以及对各大中职学校和
权威部门的采访，解析台州职业教
育发展现状，总结职业教育模式与
经验，共同探寻职业教育发展之道。

本报记者郑 红文/摄
晚上8点，临海市汇溪镇北部山区，一

座名叫山安的小山村里，村民已陆续熄灯
休息。

“祖亮，我们出发吧！”山安村党支部书
记金正法叫上巡山伙伴金祖亮，分头出门
巡山——防野猪。

“这关系到今年的村集体收入，可懈怠
不得。”一顶草帽、一根木棍、一盏手提灯，
是他们的标准装备。番薯陆续种下，山里的
野猪仿佛闻到了香味，会趁着夜深人静时
赶来“搞破坏”。每年的6月到11月，两人义
务巡山，风雨无阻。

一心想让村子富起来

2020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68万元，经
营性收入30万元，这个汇溪镇最偏远的山
村成功摘掉经济薄弱村的帽子。

这在几年前，是村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山安村共有 488户 1169人，但常住的

仅五六十人，且以老人小孩为主。2017年，
金正法刚上任时，村里集体经济相当窘迫，
每年只有 1800元的收入，连电费、订报款
都交不起。

“俗话说‘有枪没子弹’，手里没钱，想
给村里搞点建设都难。”金正法说，那时他
满脑子都在想，怎么能让村里富起来——
只要肯干、敢干，就穷不了。

“现在时兴绿色、有机，土鸡蛋颇受城里
人欢迎，我们山里条件好，可以试试。”金正
法拉上几个村干部开始养鸡鸭，镇里领导看

见他们卖力，就发动党员帮忙销售鸡蛋、鸭
蛋，当年48只鸡鸭带来了1万多元的收入。

“可是，养鸡鸭毕竟不环保，我们又开
始想新的出路。”金正法说，山河手工豆面
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临海、三门一带
小有名气，但村民们只停留在零散的小买
卖和送人阶段。

村里要想富，肯定要结合本村的实际来，
为什么不试试把山河的豆面名气打出去？

2018年，金正法向亲戚讨来他一块约
1.5亩的荒地，开始尝试种番薯做豆面。番
薯丰收，到年底做了近 500斤豆面。“而我
当初最担心的销路问题，也压根就没有发
生——豆面做好那天，附近的村民你10斤
我5斤，一天就卖完了。”

这样大好的形式，让村干部们一下子有
了信心，决定第二年要大搞起来。很多村民
看见豆面畅销，纷纷表示也要开始做豆面。

老手艺鼓了村民口袋

“看到村干部那么努力，有些村民主动
提出，要把家里抛荒的土地免费给村里
用。”金正法说，2019年，村民抛荒的 50多
亩土地被重新开垦出来，还引进了新的番
薯品种，以提高产量。

不过这一年没有那么顺利，“利奇马”
台风风大雨大，加上大面积种植引来了附
近的野猪，村干部们积极开展自救，金正法
和金祖亮每晚都要分头巡山“防野猪”。“好
在年底收成好，当年村集体收入20多万元，
山河村终于摘掉了经济薄弱村的帽子。”

2019年起，每年春节前两个月，山安

村都是一片忙碌的景象。村民们忙碌地穿
梭在灶台和院子中间，将一茬茬做好的豆
面，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一起。

“镇里的党员干部、村里在外的乡贤纷
纷为山河豆面找销路，随着山河豆面名声
远扬，村里还接待了上海、贵州等省外客
户。”金正法介绍，今年番薯种植扩大到了
102亩，还加种了 5亩的高山水稻，年底预

计能给村里带来30余万元的经济收入。
比起村集体经济的大幅增长，更让金

正法感到开心的是村里的低保户、低收入
农户也通过种番薯做豆面赚钱了。“去年我
光豆面一项就有 3万多元的收入，腰包鼓
起来了，日子也越过越好。”村民金永水说。

村集体有钱了，村民的干劲足了，村里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金正法：盘活老手艺 薄弱村摘帽

金正法正在给新开垦出来的番薯地除杂草。

本报讯（记者谷尚辉）不得擅自倾倒、堆
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6月以来，台州
市生态环境局椒江分局针对辖区小微企业，
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帮扶检查工作。

该局组织乡镇（街道）、工业园区（产业
园区）以第二次污染普查结果为基数，现场
从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处置、管理等
环节指导各产废企业进行危险废物规范化
管理体系建设，帮扶企业加强制度建设和信
息化管理，落实信息系统网上申报危废产
生、流向、处置等有关材料，协调企业危废及

时转移，防范环境风险。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帮扶工作结

合街道和第三方专业服务力量，通过普
“法”、传“法”、护“法”三步走让企业明白固
废管理要落实什么，为什么要落实，应该怎
么落实，实现固废管理真正规范于源头。

椒江还推广“环保管家+绿色保险+绿色
信贷”环保管理新模式，通过政府为规范企
业提供为期两年的“环保管家”聘任补贴，在
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为企业提供“一企对一
专业团队”的精准环保服务，降低涉固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固废环境风险，实现企业绿
色良性发展。

截至目前，该局联合街道帮扶企业
338家，发放宣传资料 3000多份。该负责人
表示，现场帮扶期间，他们对发现的问题，
能立即整改的，当场指导企业进行落实；
对不能立即整改的企业，明确整改要求、
方法、期限，加强后续跟踪；对拒不整改的
企业依法进行查处，对于非法排放、倾倒、
处置危废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将依法予以
严厉打击。

椒江：指导企业加强危废规范化管理

本报记者张梦祥

你印象中的地下停车位是什么样子，是千篇一律的
地坪漆还是光秃秃的水泥地？近段时间，爆火网络的车位
涂鸦在台州部分小区也出现了。皮卡丘、钢铁侠、火隐忍
者等各种图案装点着原本灰溜溜的停车位。

前不久，黄嘉伟在椒江酷车小镇开了一家车位涂鸦
工作室，开业十天不到，便已接到八九个订单。

“车位涂鸦的客户群目前大多是思想新潮的年轻
人。”黄嘉伟说，价格根据图案的复杂情况而定，为
1000—3000元，若需要DIY定制，则更高。他说，简单的图
案半天就能完工，复杂的则需要1天以上。

至于涂鸦车位的图案保存年限，黄嘉伟透露，一个车
位涂鸦至少可以保存两三年。在他看来，车位涂鸦与墙绘
并无太多区别，相信未来会吸引更多人群关注。

面对车位涂鸦这个新鲜事物，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
部分人对此持接受、包容心态。

家住椒江洪家街道的陈先生认为，业主购买车位后，
对于车位有处置权。“就像房子装修一样，只要内容不违
反公德，怎么捣腾都应该由车位所有人说了算。”

“95后”女孩陈婷认为，车位涂鸦可以根据每个人的
需求来定制，炫酷的同时还能彰显个性。“不仅能一眼认
出来，还能在停车、找车位的过程中来点视觉享受。”

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私家车位上画彩绘是否符合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建

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
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北京盈科（台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卫福说，因此，如果是业主取得产
权的车位，那就有权自行或授意他人进行涂鸦改造。

不过，他补充，并不是什么内容都可以涂鸦，内容要
符合大众审美，不能违反公俗良序。同时，车位涂鸦还应
遵守消防、治安、环保等管理规定。

律师提醒：内容需符合公序良俗

私家车位涂鸦
亮相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