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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今年高招录取季，职业本科成为备受关注

的“新星”，部分院校投档线高出普通本科线

100多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提出，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

业教育体系。

目前，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已增至51所。

职业本科院校缘何受到追捧？就业前景如

何？如何持续提升吸引力？

职业本科院校成录取“黑马”

日前，高考成绩602分的浙江富阳考生陈

雨萱被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城市轨道交通

设备与控制技术专业录取。今年7月初，该校

刚刚从高职专科学校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

近年来，像陈雨萱这样报考职业本科院校

的高分考生日益增多，职业本科院校招生增长

态势明显。

2023年，职业本科招生8.99万人，比上年

增长17.82％，约占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人

数的1.6％。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今年是第二年招本科

生，在粤计划招生471人，比去年增加271人，

同时还新增9个本科专业。在招生计划大幅

增加的情况下，该校物理类所有专业组投档分

再创新高。

不久前刚升为职业本科院校的广东轻工

职业技术大学，今年招生也有不俗表现。学校

普通物理类最低投档分超本科线78分，普通

历史类最低投档分超本科线70分，美术与设

计类最低投档分超本科线89分。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执行校长郑兵介绍，学

校从2019年开始招收本科生，过去5年招生情

况一年比一年好，录取分数线普遍高于生源省

份当地投档线，有些省份高出二三十分，“不用

担心找不到生源”。今年该校在山东省本科提

前批普通类一次性投满，录取最低分超出本科

录取控制线22分。

从职业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上来看，大部

分都紧贴行业企业和市场的实际需求。

前不久刚批准设立的民政职业大学，首批

设置的5个职业本科专业包括现代殡葬管理

专业和婚姻服务与管理专业，旨在应对社会民

生领域服务需求的快速增加。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今年首批开设现

代精细化工技术、合成生物技术、软件工程技

术、机械电子工程技术、现代物流管理、产品设

计6个本科专业。该校财贸学院教师韩宝国

说，今年现代物流管理专业首次招收本科生，

就是要培养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行业数字化转

型所需的物流项目规划师、物流数据分析师。

“学历和技能都有了”

职业本科缘何热度上升？

此前，职业教育的天花板是专科。而现

在，普通本科和职业本科都按相应条例办法进

行学士学位授权、授予、管理和质量监督；在证

书效用方面，两者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

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

广东考生家长顾女士说，他们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职业本科院校，因为不愁找工作，又是

本科学历。“简单来说，学历和技能都有了！”

高就业率是职业本科院校吸引力不断提

升的重要原因。

毛良玉就读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大数据

技术与应用专业，除理论知识学习外，更多的

是实操训练、企业实习。他说，目前全班57个

同学中，超过90％已签订就业协议，“就业平

台都非常不错”。

不少学生也是因为看好就业前景而选择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以该校城市轨道交

通设备与控制技术专业为例，近年来毕业生就

业率均超过98％，主要面向中国中车等轨道

机电设备生产企业，以及机电设计院等相关轨

道机电设备产业链公司等。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2023届本科毕业

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专业对口度、履约率、月收

入也均高于其专科毕业生。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副校长杨静说，从近两年学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来

看，职业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较高、优势明显。

注重理论与实践双向发展，也是优势之一。

有业内人士认为，一些职业本科之所以

“出圈”，是因为其相较于普通本科，更侧重专

业实践和行动能力培养。

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职业本科的机械

电子工程技术专业为例，其重点面向服务型制造

新业态，更加注重“制造＋服务”职业能力的培

养，包括研发创新、检验检测及售后服务等。

该校招生相关负责教师张宝昌说，学校本

科专业人才培养更注重专业素养、专业知识、

技术技能的系统化，不仅要让学生知道怎么

做，也要从知识体系中去理解为什么这样做。

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学

总管孙福才说，职业教育非常重视培养学生解

决现场问题的能力，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操作

性。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机电技术学院教

师张友能说：“学院在课程体系设置上要求

50％以上都是实践课程，这有助于形成问题创

新、发展创新和合作创新。”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如何量质齐升？

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

各行各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我国

逐步加大对高层次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明确，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

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这意

味着，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还将稳步拓展。

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本科是

其中重要一环，如何确保量质齐升？

职业本科仍处于试点探索期，开展年限不

长，毕业生数量相对较少。优化培养模式，强

化学科建设和产教融合，提高“双师型”教师队

伍水平，是保证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多位受访者表示，目前学校设置标准、专业

设置管理办法等制度虽已出台，但专业教学标

准、课程标准、实习标准等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有专家指出，一些职校升本后倾向于朝普

通本科高校方向发展，陷入机械化模仿之中。

一些家长选择职业本科也更多是看重“本科”

这一学历层次，而非职业教育本身，这让部分

院校在保持“职业属性”上不那么坚定。

产教融合水平是衡量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的试金石。记者了解到，一批职业本科院校正

探索组建由政、行、企、校联合打造的市域产教

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以人才培养、

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职业培训等

为主要职能。

郑兵认为，持续助推职业本科院校毕业

生高质量就业，还需建立健全就业、培养与招

生联动机制，从源头上加强供需对接、优化专

业设置。要在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基础上，校

企共同制定四年制本科或贯通培养的人才培

养方案。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职业本科：缘何吸引更多高分考生？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天虹 赵叶苹 杨思琪

公 告
迈 格 钠 磁 动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10300596090472Y）现查看您全资子公司 长春吉磁科技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0MABTCTNM4G）2024年2月14日
显示注销，现需就该公司与我司签署的《吉林（长春）零碳磁科技产业
园项目合作租赁协议》是否继续履行问题进行探讨，请尽快与我司联
系。联系人：安主任 联系电话：13894832233

长春国浩无人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8月7日

遗失声明
● 朝 阳 区 小 妹 妹 快 餐 店

（92220104MA175AH404）将编号：

JY22201040255775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松原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局工会委员会遗失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松原分行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2520002214602，账

号 ：720000701011704280180，声

明作废。

新华社太原8月6日电（李国利 李宸）8月6日14时42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

功将千帆极轨0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30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01组卫星

8月7日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节气。立秋过后天

气逐渐转凉，但暑热未尽，昼夜温差大，公众应如何养生保

健？怎样科学健康度过季节交替，特别是预防呼吸道疾病和

过敏？中老年人如何加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管理？国家

卫生健康委6日以“时令节气与健康”为主题召开新闻发布

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立秋时节要注意凉风影响，还要继续防暑祛湿。”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中医师龚燕冰在发布会上说，这

个时期预防感冒要兼顾祛湿和驱寒。立秋之后的一段时间，

可能会出现口干、咽干等症状，可多吃百合、梨、银耳等具有

滋润作用的食物；若出现流鼻涕、咽痛等感冒症状，按揉列缺

穴，可起到宣肺解表、温经通络作用。

立秋仍处于“三伏天”的中伏，俗称“秋老虎”，人们容易

出现四肢乏力等症状，对此，专家表示，立秋到秋分这段时

间大部分地区气温仍炎热，出现上述症状很可能是湿气困

脾的表现。宜通过食养结合的方法进行调养，可以煮药膳

粥，根据个人口味喜好，在粥里面适量加入莲子、山药、薏

米、茯苓等。

在夏秋交替时节，易引发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丽萍在发布会上建议，公众树立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身体素质，提高身体抵抗

力。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服。积极接种流感、肺炎疫

苗等，尤其是老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儿童等重点人

群，能有效减少呼吸道传染病感染和重症发生风险。自觉做

好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流涕、咽痛等呼吸道感染症状，

尽量居家休息，视情况及时就医。

针对季节交替预防过敏问题，专家特别提醒，对于已知

的过敏原，如花粉、尘螨、动物皮毛等，应尽量避免接触；保持

室内清洁，特别是卧室、客厅等易积聚灰尘和过敏原的地方；

秋季是海鲜等食物的丰收季节，但过敏体质者应谨慎食用；

如果出现皮肤瘙痒、红肿、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症状，应及

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过敏史和症状表现。

秋季是心血管疾病多发季节，尤其是中老年慢性病患

者，可能会突然出现头晕乏力、胸闷心慌、四肢麻木等症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主任医师马长生在发布会

上提醒，立秋之后，中老年人血压波动可能会更大。心血管

病患者要更加重视心血管病的预防和危险因素控制，及时到

医院复查，遵医嘱规律用药，将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在理想

水平。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健康饮食、适量运

动、充足睡眠、不吸烟、限制喝酒、不久坐等。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立秋时节如何养生？这份健康指南请收好
新华社记者 李恒 董瑞丰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樊曦 王优玲）记者6日从

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作为三大工程之一的

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设筹

集保障性住房112.8万套（间），占年度计划170.4万套（间）

的66.2％，完成投资1183亿元。

据了解，我国目前的住房保障体系分为配租型和配售型

两种。配租型包括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按保本微利原则配售。

各地加快出台有关实施意见和配套政策，并在保障用地

供给、加快项目落地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在福州，当地首

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最近开通线上申购，西安、广州、深圳、

杭州等城市也已开工建设了一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

在上海，配租型保障性住房进展迅速。截至6月底，上海全

市共新增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约4.7万套（间），新增供

应约3.4万套（间），均超半年度工作任务量。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督促各

地落实好具体项目、位置及项目资金，推动项目加快开工，确

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

上半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陈地 董小红）6日，第12届

世界运动会倒计时一周年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成都世运

会执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成都世运会各项筹办情况。

据介绍，自筹备工作开展以来，赛事组委会按照“绿色、共

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主动作为、团结协作，有序有力推进成都世运会各项筹备工作。

目前，已确定成都世运会设置35个大项、61个分项、254

个小项，总赛程安排为2025年8月7日至8月17日，参赛人员

总配额预计4990人，其中运动队4181人、国际裁判809人。

已选定28个场馆（场地）作为世运会竞赛场馆。接下来，成都

还将持续举办系列测试赛，进一步优化提升场馆服务功能。

成都世运会迎来倒计时一周年

8月6日，游客乘坐游船
在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
治县桲罗台镇蟠龙湖景区游
玩（无人机照片）。夏日里，
人们亲水游玩，享受清凉。

新华社发（刘满仓 摄）

“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

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

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近日，习近平总书

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释“北京中轴线——中

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项目成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的重要意义和时代内涵，为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注入强大

动力。

就在7月下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我国世界文化

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

城秩序的杰作”和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

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

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居

世界前列。

“北京中轴线”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的重要标识。包括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在内

的全部15个遗产构成要素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

“中”“和”哲学思想在全球范围的重要价值，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得到世界

广泛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对首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

和对‘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的关心支

持，让我们深受鼓舞。”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褚建好表示，“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指引，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全面做好申

遗经验总结、完成申遗后续任务，锲而不舍推

动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深入挖掘‘北京中轴

线’文化遗产价值，让它在新时代焕发新活

力、绽放新光彩。”

千方百计呵护好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走进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一块巨

大的电子屏映入眼帘，中轴线的监测工作机

制、监测内容、监测方法等一目了然。

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刘珊深

感责任重大：“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强调的‘整

体性、系统性保护’，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监

测预警、阐释展示、公众参与等方面持续发

力，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景山

是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

置身景山万春亭，极目向北，声韵悠悠的

钟鼓楼相向而立；向南望去，恢弘典雅的故宫

博物院尽收眼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对切实提

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提出明确要求。”北京

市景山公园管理处基建科科长都艳辉表示，

“我们将加强与专业科研机构的合作，引入先

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理念，提升文物保护工

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长江入海口，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

浅滩与潮沟相间，水鸟悠然栖息于草丛之

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

期）”的遗产地之一，每年有大量鸟类在这里

过境、停留。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

鸟类科研监测、外来物种治理等工作，同时加

大科普宣教活动力度，让更多人参与到东滩

的保护工作中，确保这一自然珍宝得到更好

保护与传承。”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

理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文化和

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

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

好生活需求。

晴朗夏日，天坛公园祈年殿前，游人如

织。

“近年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的推

动下，天坛在保护传承、宣传展示以及公众参

与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天坛公园副园长

刘勇说，“我们将深入研究并传承‘北京中轴

线’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融入

‘北京中轴线’的阐释展示体系。”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社区位于

“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万

宁桥附近。近年来，随着申遗工作不断推进，

社区内的道路越来越干净整洁，环境更加优

美，生活也更加便利。“总书记强调‘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这让我心里感到

暖暖的。”社区居民张炜说，“我们不仅是申遗

成功的受益者，还要成为中轴线故事的讲述

者，向世界讲述中轴线的悠久历史和沿线居

民的切身感受。”

“巴丹吉林沙漠展示着地球上重要、典型

且持续的风沙地貌发展过程，对于推动超干

旱气候下沙漠景观和地貌持续演变的科学研

究、促进沙漠的开发利用和有针对性保护，具

有重要意义。”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林业草原和

荒漠防治局局长姚孝德说，“我们要在继续做

好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对‘巴丹吉林沙漠－沙

山湖泊群’进行适当旅游开发，让人民共享自

然保护的成果。”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

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实际行动为践行

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国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秦昌威说，“我们将会

同相关各方，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向

国际社会广泛宣介我国世界遗产项目，进一

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在

遗产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

遗产申报是手段，保护传承是目的。申

遗的成功意味着新的起点。

坚持保护第一，高质量实施文物本体保

护修缮；探索阐释传承，依靠科技手段提升保

护展示水平；强化央地协同，完善遗产保护管

理工作体制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夯实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的公众基础……为推动“北京中

轴线”申遗成功，我国文物工作者进行了10

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推

动世界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我

们将充分吸收‘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经

验启示，切实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责任义务，重点推动西夏陵、景德

镇、三星堆等项目申遗，系统更新预备名单，

引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继续加强国际

交流合作，参与制定世界遗产工作规则，谋

划推动遗产保护国际行动，为全球世界遗产

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

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说。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绚丽色彩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