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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大力推行，仍然难以
消除家长想让孩子上一所好大
学的焦虑。中考阶段的普职分流
政策更让诸多家长陷入“分层”
恐慌。今年 2月，在教育部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要突破的“五大重点”之
一，是使“职教高考”成为高职招
生主渠道，以有效缓解中考分流
压力和教育焦虑。

从教育部的表态可以看出，
职教高考被寄予厚望。希望推动
建立省级统筹、综合评价、多元
录取的“职教高考”制度，改善学
生通过普通高考“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的情况，成为上大学的另
一条“赛道”。

何为职教高考
何人可以参考

职教高考制度是与普通教
育高考制度具有同等功能的考
试招生制度。建立职教高考制
度，旨在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
渠道，全面构建中等职业教育、
专科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衔接的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打破普通
高考的独木桥格局，形成职教、
普教并行的高考双车道。

职教高考的概念在 2019年
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中首次提出。在此之前，它
以“高职分类考试”的名称出现。
2014 年，国家要求实施与普通
高校考试招生相对分开的高等

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之后全
国 31个省份基本上都根据自身
情况，建立了适合自己的职业教
育分类考试招生制度。

如山东探索实施春季高考
制度，2022 年将其升级为职教
高考，实施效果良好，该省通过
职教高考本科录取比例由6:1变
为 4:1，中职学生升学深造比例
超过70%。

从理论上讲，所有的高中阶
段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职教高考，
无论是普通高中还是中职的应
届毕业生又或是往届生。当然，
职教高考的重点还在于面向中
职毕业生，使他们能够通过职教
高考进入大学，进一步深造，拿
到本科学历，接受更高层次和更
高质量的教育。

如何考试
去向何处

根据各地已公布的职教高
考方案，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采
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综合考
试模式。

文化素质考试考语文、数
学、外语 3门，职业技能考试则
采用“1+2”课程模式，即一门专
业基础课程，加两门专业核心课
程，3门课程应涵盖该专业大类
最为重要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和技能。考试采取“纸笔测试+实
际操作”的方式进行。实际操作
考试成本较高，无论是人力成
本、时间成本、场地成本还是材

料成本等，都比纸笔考试成本高
昂很多。

职教高考招生的学校主要
有三类：一类是 32所职业本科
高校，一类是 1468 所高职专科
学校，还有一类是愿意开设职教
本科专业、招收中高职毕业生的
应用型本科高校。

在这三类高校中，职教本科
和应用型本科两类学校更具有
吸引力，会成为考生和家长的首
选，“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将遴
选建设 10所左右高水平职业本
科教育示范学校。高职专科，由
于学历层次低一些，某种意义上
已经被考生作为保底的学校和
最后的选项。

两类大学
三个不同和三个相同

职教大学和普通大学主要
有三方面的不同。

第一，名称不同。从学校名
称可以区别开来，国家明确要求
职教大学名称为“某某职业技术
大学”，在批复设立时名字即固
定下来，并要求这些学校“办学
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
发展不变”，具有明显的身份标
识和社会特征。

第二，专业不同。2021年教
育部研究制定职业教育本科专
业目录设置管理办法，同时公布
247个职教本科专业目录，建立
自成一体的专业目录体系。

第三，评价不同。与普通本
科学校的评价和要求不同。2021
年教育部研究制定职业本科学
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提出
办学的基本要求，准备对职业技
术大学开展本科教学水平评估。

除了“三个不同”之外，职教
大学和普通大学还有“三个相
同”，即学位相同、待遇相同、效
力相同。

学位相同，即职业技术大学
和普通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学士
学位都是按学科门类授予，是一
样的，不存在职教学位和普通学
位的区别。

待遇相同，国家要求职业技
术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招聘、职
称评审、晋升等方面与普通学校
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效力相同，即职业技术大学
颁发的学位和学历，与普通大学
一样，都可以参加考研、就业等，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地方粮票”
如何全国流通

当前，职教高考存在的最大
难题，是其考试成绩仅为各地的

“地方粮票”，难以在全国范围内
流通，还没有像普通高考一样成
为全国的“硬通货”。

职教高考基本上是在省里
命题、组织考试，然后录取，本科
学校也是以本省具有管辖权限
的地方学校为主。考试标准制
定、试题（库）开发、分数评判等，
都还“不够硬”，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考试信度和效度还不高，
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难以实现
跨省流通，一省考生职教高考成
绩很难得到其他省份认可，无法
被其他省份相关高校作为录取
依据。这与技能实际操作考试直
接相关，成为职教高考全国流通
开来的关键堵点。

据《半月谈》

网络点赞或者投票已成为
微信朋友圈中的常见现象，殊
不知，这其中竟然也暗藏着陷
阱。前不久，江苏省东台市企业
主张先生受邀参赛。为提升自
己企业的知名度，张先生花费
数千元用于“优秀企业”网络投
票，虽然独占鳌头，却最终发现
这是一个“野鸡”投票。接到报
警后，江苏省东台警方深入侦
查，发现张先生参加的一个所
谓“江苏省十佳机械公司网络
投票大赛”活动，其实就是一场
骗局。警方捣毁该犯罪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 30余名，涉案金
额达 300余万元，受害企业多达
上千家。

企业参加“免费推广”
网络投票要充钱

排名决定知名度，知名度带
来效益。对企业而言，在各种榜
单上崭露头角，是宣传推广的

“捷径”，引得不少企业主心动不
已。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人
主动加我，称可以帮我的企业
做免费推广，我就把我公司的
资料发给了他。”张先生向警方
表示，他的公司成立不久，急需
打响知名度，正巧接到网上抛
来的“橄榄枝”，便欣然参加了
该活动。“链接出来以后，我就
发动公司的员工和身边的朋友
帮忙投票，但是排名一直上不
去。我就找到对方推广的“客
服”，看能不能帮我把排名往上

提提。”张先生说。
“客服”人员很热情，私下

告诉张先生，如果觉得排名不
好，可以通过链接内的第三方
插件进行充值。“1 元钱等于 1
个钻石，1 个钻石等于 3 票，我
先充了几百元钱试了一下，票
数果真往上涨了一点，但是效
果不怎么显著，还是在二三名
徘徊，跟第 1名有一定的差距。
我又充了好几千元，终于反超
了，变成了第 1名。”张先生说。

在“客服”的“助力服务”
下，张先生的公司在投票中获
得了第一名，很快收到了主办
方“某点评网”寄来的奖牌。可
没高兴多久，张先生便觉得事
有蹊跷。因为他在搜索时，发现
所有网站上都查找不到自家企
业参赛的信息，不禁有些生气，

“客服”也联系不上，他怀疑该
比赛的真实性，气愤之下向警
方报案。

骗子搭建虚拟平台
虚构网络评比活动

“该团伙的诈骗对象看起来
是非常精准的，主要针对想要提
升知名度、扩大影响力的中小型
企业。短短几个月，被骗企业数
就达上千家。”江苏省东台市公
安局刑侦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
夏欣波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投
票评选活动，则是嫌疑人在网上
搜罗企业，通过沟通骗入局中
后，再为被骗企业“量身定做”评
选活动。

平台是假、排名是假、同行
也是假，只有诈骗是真。记者了
解到，嫌疑人通过搭建虚拟平
台，自行创建活动，自编自导自
演，让被骗企业进入他们的圈
套。除了被骗企业，其余参评的
企业都是网络搜索周边同行的
名称随意填写，而这些“被参加”
投票的企业，对整个活动均毫不
知情。

“犯罪嫌疑人可随时在后台
更改数据，操纵该企业的排名始
终在第 2 名到第 3 名，距离第 1
名总是差几百票。”东台市公安
局反诈中心民警杨明峰说。犯罪
嫌疑人针对不同企业制定专门
诱导话术，刺激受害人提高排
名，同时设置“打赏”链接，让受
害人购买各种虚拟礼物来提高
票数。为了拔得头筹，被骗企业
往往经不住诱惑，不惜花重金刷
票。只有在受害人充值达到一定
数额后，犯罪嫌疑人才会将其票
数排名更改至第1名。

30余人配合设套
上千家企业掉入陷阱

经过缜密侦查，东台警方
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
构、诈骗方式、藏身窝点及资金
流向。

“该犯罪团伙反侦察意识较
强，且以居家兼职的方式化整为
零作案，给警方的抓捕工作带来
了一定的难度。”警方称。为此，
他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方案，确
保主犯及骨干成员第一时间到
案，同时派出多个抓捕组，根据
窝点位置对业务员进行抓捕，该
团伙被成功摧毁，30 余名犯罪
嫌疑人落网。

据了解，自 2021 年 8 月以
来，该团伙通过网络媒体添加中
小型企业主联系方式，虚构行业
投票活动，自制网上投票链接，
引导充值刷票，累计诈骗企业千
余家，涉案金额300余万元。

投票评比骗局

有很多“马甲”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这类投

票评比的骗局并不少见，近年来
多地都有类似的案例发生，打着
行业内评比的旗号四处招摇撞
骗。警方也多次发布过提示，但
仍然有不少商家上当受骗。

除了本文中企业排名投票
的案例，还有部分虚假的网络投
票则是以“童星选拔”等噱头号
召家长为自家孩子拉票，一些

“饭圈女孩”也会遇到为自家“爱
豆”打榜的虚假投票链接，所用
的作案手法大同小异。骗子就是
利用部分人的虚荣心理，通过拉
票冲榜实施诈骗。事实上，只要
稍微留心一下，会发现这些虚假
投票本身就漏洞百出，要么没有
明确的主办单位，要么刻意引导
参赛者“氪金”刷票。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积极
提高防范意识，作为诈骗手段的
一种，电信网络诈骗不停更新

“面具”，但大家在享受互联网带
来便捷与红利的同时，也要捂紧
自己的“钱袋子”，擦亮双眼，不
让骗子有可乘之机。不管是企业
还是个人，在参与一些商业性投
票活动时，要对主办方资质、评
审流程、评选规则进行充分的甄
别，确保其合法性。同时，在参与
过程中，对其出现的违规付费刷
票等行为坚决予以抵制，并及时
报警。

据《扬子晚报》

学位相同 待遇相同 效力相同

职教高考：另一赛道上大学

网络投票选“优秀企业”千家企业被骗

花费数千元 捧来个“野鸡”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