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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红

2022 年的第一天，阳光放假去了，阴到多云的
开场曲，唱得并不十分尽如人意，虽然气温有所回
升，但没有阳光的白天，还是带着些许冷感。

好在小长假的第二天，天况转好，白天有了阳光
加持，气温回升的势头强劲，最高气温超过15℃，午
后户外体感舒适，温暖如阳春三月。只是晴好天气里
没了云层的保温作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还是
比较明显的。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依旧是晴好天
气，早起阳光出门，心情应该不错。不过，这样连晴的
天气格局即将被打破，周三暖湿气流开始活跃，多云
到阴，白天最高气温上扬至20℃，下午新一轮降水
上线，并逐步铺展开来。周三夜里至周六冷空气主体
及后续补充影响，云系较多，有分散性小雨，气温小
幅下降。另外，周三夜里至周四、周六下午至周日沿
海海面有8—9级偏北大风。

湿冷的冬雨并不讨喜，好在这次的降雨过程雨
量不算大，小雨为主，也不会一直下，有降雨间歇。缓
解干燥、净化空气的同时，又点到为止，既不太过于
湿冷也不拖拖拉拉，这样看来，算不算得上是一场

“好雨”？
台州市区具体天气预报如下：周二晴转多云，

6—16℃；周三多云到阴，下午转阴有时有小雨，10—
19℃；周四阴局部小雨，9—13℃；周五阴局部小雨，
8—11℃；周六多云到阴局部小雨，7—12℃；周日多
云，7—13℃。

新年第一场雨
即将上线

《解码台州中高职特色专业“热捧”背后》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谷尚辉

有机合成、检测分析、化学分析设备、
DCS控制……这些都是椒江区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医药化工、药品生产技术等专业的
日常实训教学场景。

“这些专业培养的都是当地亟需的精
细化工应用人才。”椒江区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校长郭文彬说，医药医化产业是台州
七大千亿产业之一，有国之“药谷”之称。
该校依托地方雄厚的产业基础，经过多年
的校企合作，与产业形成共生共长的办学
优势。

该校精细化工专业群也入选台州市
职业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名单，是台
州市骨干专业、化工实训基地及高水平
专业群。

专业受热捧，报名当天就满额

这段时间，柯宇航一直在准备考博。

他初中时成绩并不
理 想 ，导 致 中 考 失
利，进入职业学校。

当时大家对职
业学校的普遍印象，
依旧停留在成绩好

的学生上高中，成绩差的学生读职校。但
是柯宇航在椒江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
求学经历让他受益良多，甚至让他从中考
失利中摆脱，逐渐走上理想之路。

“跟普高不同，中职学习有课本知识，
还有实操，这让我们对专业的理解更深。”
柯宇航说，他至今仍受益于中职学校的教
学理念和实训课程，做实验时，他的手法
总是最规范的，这也让他逐渐在同学中脱
颖而出。

其实，椒江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
化工相关专业差点被取消。郭文彬说，以
前大家对化工的认识主要就是污染重，
都不愿意自家孩子去医化企业工作，更
不用说学这个专业。“那时候为了保住专
业，我们只能放低学生要求，招生能招过
来就很满足。”

“那时候，学校设置的专业叫绿色食
品生产和检测。”蒋亚妮跟柯宇航同班，毕
业后，她进入了海正集团从事化工检测类
的工作。她说，虽然当年学的专业不叫医

药化工，但是所学课程没离开过化工。
近年来，椒江经济逐渐转型升级，医

化行业也一样，从原料药向制剂转型。郭
文彬说，学校也认真分析了产业，要想做
大做强，必须要加强师资加大投入。“既然
当地有医化行业优势，我们就应该联系得
更加紧密。”

“人们对医化行业的固有印象也在改
变，结合当地产业，医药化工类专业逐渐
变得抢手。”郭文彬说，原本报不满的专
业，现在报名当天就满了，分数要求大幅
提高。今年开学的时候，因为报名人数多，
部分学生还被调剂到了其他专业。

加深产教融合，“输出”知
识型人才

如何满足企业的用工要求，提高就业
率，这是中职教育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椒
江区职业中专也在专业设置上“动脑筋”。

“我们的医化产业群要建成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产业群，必然需要大量的复合型
技能人才。”郭文彬说，这就为这个专业的
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对如何构建符
合产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教师团队等都提出了挑战。

专业设置更细，未来学生的就业方向

更明确，对口就业率就更高。郭文彬“嗅”
到了精细化工专业新的需求，他决定融合
相关专业，构建精细化工专业群：在专业
结构上进行调整，根据当地产业开设更精
细、更专业的课程设置。

椒江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实习就业
处主任林蹦说，他们加强校企合作，让学
生到企业实习，“拜师”学艺，设置“订单
班”。课程设置按照企业的需求进行测试，
毕业之后，就可以和企业无缝对接，一毕
业就能独立上岗。“现在我们还想跟高职
学校一起对接同一家企业，三方育人，人
才培养的针对性更强。”

该学校依据生产线实训室，广泛运用
“车间实景式课堂”教学方法，实现实训与
课堂、车间与课堂的融合，建立“公共基
础+专业基础+能力方向”的课程体系，还
编写了课程与工作岗位对接的专业核心
技能的校本教材。

目前，椒江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精细
化工专业年招生160多人，学生就业对口率
95%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超95%。学生技
能竞赛获国家级奖项3项，省级奖项16项。

“自身能力过硬，肯吃苦。”在郭文彬
眼中，这样的毕业生最抢手。他觉得，如今
医化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学校教学的变革
创新，学生就是受益者。

椒江区职业中专精细化工专业群积极对接当地产业

从“无人问津”到“相当抢手”

本报记者张梦祥

消费者与快递的直接接触很是
常见。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做好
运输工具、包裹以及快递员的防疫工
作，非常重要。近日，记者走访椒江多
个菜鸟驿站，了解疫情防控工作落实
情况。

上月 30 日下午，在菜鸟驿站米
兰花园店，入口处拉了一道隔离线，
有两位市民正在门口等候取件。在
告知取件码后，工作人员将快递交
给市民。

“前段时间有通知，我们就拉了
隔离线，取件的顾客若要进店必须佩
戴口罩，扫码登记。不过，白天取件的
人不多，大多集中在下班后。”值班的
徐女士说，自从拉了隔离线后，进店
的顾客比较少，大多都倾向于等在店
门口，取完就走。

随后记者来到菜鸟驿站前高桥

店，门口也拉了一道隔离线，并张
贴着“请佩戴口罩、扫码取件”的提
示牌。叶先生是该网点的一名快递
员，正忙着往快递车上装货。

他说，网点区域内稍远些的快递
都由他们派送到指定地点，只有店附
近的居民会到店取件，基本上都会自
觉戴好口罩、扫码登记。

对于货品消毒方面，叶先生则
表示，货品首先是从中转点分拨下
来，在分拨的时候已经全面消毒，
市民可以放心取件。他说，从该网
点寄出的货物，也会对物品外包进
行消毒。

在对人员自身防控方面，叶先生
则表示，职工每天上班前都要测量体
温，做好信息登记，对每一份快递及
每一位客户负责。

此外，记者从台州市邮政局了
解 到 ，自 上 月 22 日 起 ，因 防 疫 需
要，陕西省西安市已在全市范围

采取封闭管控措施，来自陕西省
的 邮 件 处 理 和 投 递 都 将 严 重 受
限。目前，我市各地邮政暂停收寄
寄往陕西省全境的快递包裹（含
标准箱）及生鲜类特快专递邮件，
特快邮件还可收寄，但发往陕西
省的特快专递邮件在防疫期间时
限将受到一定影响，短期内可能
有滞留。

专 家 提 醒 ，取 件 期 间 应 尽 量
做到无接触并避免人员聚集。无
论签收或排队时，都应与他人保
持一米以上安全距离。取件时最
好戴一次性手套，避免直接用手
接触包裹，取件期间也最好不用
手触摸口鼻。另外，取件后建议直
接在户外拆开，做好手部消毒后
再取出物品，尽量不将快递包装
带回室内。如有必要将外包装带
回室内，应提前在户外对外包装
消毒。

快递防疫不松懈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本报讯（记者谷尚辉）椒江拥有大陈
岛省级森林公园等山地森林资源，水系发
达，有大小河道 345 条，孕育了生物多样
性。近年来，该区在加速推进城市现代化

建设的同时，始终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
在突出位置，与生物和谐共处。

为系统掌握全区物种多样性、特有种及珍
稀濒危种状况，评估物种保护成效和保护空缺，
去年10月，市生态环境局椒江分局启动生物多
样性调查工作，目前已完成首轮野外调查工作。

本季调查按照《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
评估技术规定》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对陆生
维管植物、苔藓、大型真菌、鸟类、两栖类、爬
行类和昆虫调查分别设置样线，共记录鸟类
842只，采集苔藓标本300多份，两栖爬行类

标本13只，昆虫标本约600个，鱼类标本650
个，大型无脊椎底栖动物标本678个，后续物
种鉴定工作仍在进行中。

本次调查发现的南方红豆杉等5种国
级一级重点保护植物，以及七子花等22种
国级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均得到迁地保护。

鸟类调查中，记录到红隼、凤头鹰、雀鹰
等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棕背伯
劳、红尾伯劳、绿头鸭、斑嘴鸭等4种浙江省重
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同时发现浙江省鸟类
新成员靴篱莺，该物种系在浙江首次发现。

在椒江水域，还普遍发现国际上公认
的优良水质指示生物的“三巨头”——蜉
蝣、石蝇、石蛾昆虫，表明椒江区在城市快
速发展的同时，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同样卓有成效。

“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可以
全面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现状。”台州市生
态环境局椒江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深
入探索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协调发展的新途径和新举措，将推动我们
的城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椒江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优良水质指示生物“三巨头”遍现各水域

日前，路桥法院共享法庭运维中心与金融共享法庭
连线，在线审理了一起台州银行为原告的信用卡纠纷案
件，在场观摩的代表委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享法庭
的功能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本报通讯员马 静 陈 敏摄

线上开庭解纠纷线上开庭解纠纷

本报记者张梦祥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会将没有吃
完的饭菜放在冰箱中，等下一顿时热
热继续吃。近日，广州一女子因食用
隔夜炒鸡饭导致高烧42℃的新闻，引
起市民热议。

那么，隔夜的剩饭剩菜还能不能
吃？记者就此采访了台州医院消化内
科主治医师顾彬彬。

“科学地说，放置超过 8 小时
以上的菜，都属于隔夜菜范围。”
顾彬彬说，剩饭剩菜如果保存不
当的话，食用后容易导致肠道类
疾病，甚至食物中毒。每年因食用
剩菜剩饭前来就诊的患者不在少
数，轻者出现腹痛、腹泻，重则感
染脓毒血症或感染性休克。

顾彬彬解释，食物久放后会产生
致癌物，剩饭在放置时也容易受到外
来细菌的二次污染。

“ 尤 其 像 孕 妇 、婴 儿 、老 年 人

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最好
避免食用剩饭剩菜，以免病从口
入。”顾彬彬说，此前曾有一名肿
瘤患者因食用剩饭出现感染性腹
泻，一天腹泻几十次，整个人都十
分虚弱。

不 少 人 以 为 将 剩 饭 放 入 冰
箱，便可以万事大吉，其实不然。

“ 不 同 菌 种 的 适 活 温 度 不 一 样 ，
有 些 细 菌 在 4-6℃的 环 境 中 依 然
可以存活繁殖。”顾彬彬说，无论
是 哪 种 食 物 ，在 室 温 下 放 得 越
久 ，上 面 的 微 生 物 就 繁 殖 得 越
多，越不安全。所以，及时密封冷
藏很重要。

那吃不完的饭菜要全部倒掉
吗？“隔夜饭菜并非绝对吃不得，
不 过 隔 夜 的 蔬 菜 尤 其 是 绿 叶 蔬
菜、鱼类海鲜则建议不要吃。”顾
彬彬解释，因为蔬菜的主要功能
之一是提供维生素，而维生素（特
别是维生素 C 等水溶性维生素）很

容易在空气中氧化，或随着烹调
过程等流失。而隔夜蔬菜存放了
一夜，经过再次加热，会丢失更多
的维生素。另外，隔夜蔬菜还会产
生致病的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可
在人体产生致癌物质，加热也不
能去除。

关于鱼类海鲜，顾彬彬则指出，
隔夜海鲜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这
些物质会损伤肝、肾功能，也不建
议吃。

“剩菜可以吃，但前提是一定要
彻底加热。”她说，所谓彻底加热，就
是把菜加热到 100℃，保持沸腾 3分
钟以上。如果肉块比较大，一定要蒸
煮久一些，或者把肉块切碎，再重新
加热。

关于剩菜剩饭，顾彬彬建议，千
万不要因为怕浪费而强迫自己全都
吃下去，对于放置时间过长的，该倒
掉的还是要坚决倒掉，健康毕竟是第
一位。

广州一女子食用剩饭后高烧42℃引热议

剩饭剩菜也有“保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