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通
讯员蔡嘉琪报道： 动漫迷们注意
啦！9 月 28 日 -10 月 5 日，第十一
届中国国际漫画节（以下简称 “漫
画节”）将在广州举行。 9 月 17 日，
记者从漫画节组委会获悉，今年漫
画节将举办金龙奖、 动漫游戏展、
“漫画节在身边” 等十余项系列主
题活动，与动漫迷们齐齐度过国庆
假期的快乐“动漫黄金周”。

本届漫画节举办期间， 中国
内地首条以动漫为主题的户外星
光大道， 将在越秀区创意大道举
办落成仪式。 届时 100 块设计别

出心裁的动漫名人星光牌将亮
相， 每块星光牌上均会展示动漫
名家的代表作。组委会表示，该星
光大道旨在纪念中国及世界上对
动漫产业和动漫艺术发展具有伟
大成就的动漫名人， 以鼓舞动漫
创作者不断辛勤耕耘， 创作出世
界级水平的动漫作品。

据悉，本届展会将举办“金龙
奖 COSPLAY 全国大赛”“星舞银
河全国宅舞大赛”“电竞大赛”“名
家签名会” 等近 100 项动漫游戏
活动。 参展的海内外动漫游戏厂
商将有 300 多家。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漫画节将在广州开幕

内地首条动漫星光大道将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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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
实习生吴大海报道：收礼品，睇粤
剧，齐聚餐……近日，“月圆中秋·
爱满南岗———2018 年中秋敬老
千人宴” 在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
道举行。 当地的 2000 多名 60 岁
以上的长者提前感受到传统佳节
中秋节的热闹气氛，其乐融融。

为社区长者送上中秋礼品
当天早上， 参与活动的志愿

者们早早来到南岗社区内 6 个
福利站，逐一为长者派送应节月
饼和食用油。 有的长者年纪太大
或者腿脚不灵便，志愿者们就将
礼品和关爱直接送到长者家中，
令长者们甚是感动。

本次活动由广州君悦、 合景
泰富、联力汇潮等多家机构承办。
活动相关负责人黄梓南告诉羊城
晚报记者， 南岗社区一直重视传
统节日和传统文化， 在春节、端
午、 中秋等节日都会举办相关的
活动。以前中秋前夕，南岗社区也
向长者赠送粮油和月饼， 但如此
大规模的敬老主题活动还是第一
次举行。 本次“中秋敬老千人宴”

活动的目的， 就是想把关爱献给
社区每一位长者， 把中华民族敬
老尊老的美德发扬光大。

“千人宴”有得食有得睇
收到中秋礼品才是前戏，更

精彩的还有“千人宴”。 据介绍，
“千人宴” 是南岗社区逢年过节
的必备节目。 活动当天，南岗社
区筵开 200 席 ，2000 多名社区
长者及志愿者、热心人士共迎中
秋，举杯畅饮。 主办方还特意交
代宴席的大厨，把菜肴做得少一
点肥腻，多一点清淡，适合老人
们的胃口。 此外，主办方还为社
区长者精心准备了粤剧表演，令
社区长者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活动现场，70 多岁高龄的
秦奶奶在媳妇、 孙女的搀扶下，
与老伴、姐妹齐齐前来参加“千
人宴”。“春光满眼万花妍，三春
景致何曾见……”她就着现场表
演的粤剧《游园惊梦》折子戏轻
轻吟唱，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
生活好了，子孙孝顺，传统文化
也被越来越多人熟悉，我们老人
家也越过越开心。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完善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
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的要求，破解职业教育在
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
等方面的难题，推进校企
精准对接、 精准育人，今
年 5 月至 7 月， 省政协
科教卫体委员会组成以
省政协副主席刘日知、张
嘉极为顾问，科教卫体委
员会主任郭俊为组长的
专题调研组，就“深化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校
企精准对接与精准育人”
专题开展调研。

调研组深入中山、清
远、云浮等市实地调研后
发现，广东目前存在深化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面临
管理体制不顺、基础能力
不强、 政策体系不完善、
师资队伍偏弱、重普教轻
职教等问题。 为此，调研
组提出了进一步做好顶
层设计，加强政策的协调
性和系统性；强力推进管
理体制改革，充分释放制
度红利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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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组还建议，参照上海市的做法，在省级层面
成立统一的职业教育管理机构， 或把职业教育的管
理职能归口一个部门， 以利于统筹职业教育发展，
实现职前教育、 职后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包括技
能鉴定、职业资格制定、证书管理等）一体化管理。

推动技师学院转设为高职院校。 各地政府应主
动创造条件， 根据高等学校设置规定， 推动技师学
院按程序纳入高等学校序列， 使其成为培养具有专
科层次学历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 为广

东省增加高等教育资源、提升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及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能力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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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技术技能人才
成长通道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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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推进管理
体制改革， 充分释
放制度红利

广东是职业教育大省。到 2017
年年底， 广东拥有 87 所高职院校，
在校生 82 万人 ；621 所中职学校
（其 中 技 工 学 校 162 所）， 在校生
154.8 万人 （其中技工学校在校生
55.4 万人）。 职业教育规模位列全国
第一。 广东发达的产业集群和丰富
的职业教育资源为深化产教融合、
推进校企精准对接与精准育人提供
了动力和基础。

政协调研组发现， 尽管广东各
地各职业院校创新举措推进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努力满足行
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但
目前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
在结构、质量、水平上仍不能完全相
互适应，阻碍了产教融合深入推进。

首先是管理体制不顺，影响了产

教融合的资源投入。 中职学校和技工
学校同属中等职业教育，但在管理体
制上分属于教育部门和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由于多头管理，使得中
职学校和技工学校在设置条件、学籍
管理、师资配备、教学实施等方面各
有标准，存在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
问题。 特别是在财政投入不足的地
方，此问题尤为突出。例如，云浮市中
专学校和云浮市高级技工学校是两
所相邻的市属学校，因分属不同部门
管理而无法共用操场和食堂，更不能
共享师资，即使在专业设置重复率达
90%以上的情况下，也不能集约使用
实训耗材、设备和场地。

此外，还存在基础能力不强、政
策体系不完善、师资队伍偏弱，满足
不了企业技术要求等问题。

调研组建议完善经费稳定投入机制。 组织专项检
查，督促各地落实好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
费标准，改善职业院校基本办学条件。 全面落实公办
职业院校生均综合定额拨款制度， 争取到 2021 年省
属和珠三角地区公办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生均拨
款基准定额不低于 5000 元， 公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基准
定额不低于区域本科高校的 80%，并对粤东西北地区职业
院校给予特殊照顾，加大支持力度，实现全省职业院校办
学标准基本达标。

加大对产教融合的政策和财税支持。 对校企合作成效
显著、被认定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授予相应的荣
誉称号，使其可依法享受政策和税收优惠。 除国家另有规
定外，对于企业在开展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过程
中产生的教育经费支出， 凡不超过职工工资薪金总额
2.5%的部分，应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
结转扣除。 鉴于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的学生教学成本较

高，财政生均拨款标准可上浮 20%以上。
参照江苏省的做法， 对开展现代学徒制、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的企业，根据不同职
业（工种）的培训成本，给予每人每年适当
的培训补助。

调研组建议加快探索建立具有职业教育特
点的“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 考试招生制度，继
续完善“中职 - 高职 - 应用型本科”相衔接的职

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体系，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
升高技术技能人才的一体化培养质量。

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推行职业启蒙教育，在
高中教育阶段加大普职课程互通互认改革力度。 建立中
职学校特级教师制度，落实中职学校正高职称制度。 拓
展高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空间，完善高技术技能人才
与专业技术人才待遇相当的政策， 在政策上明确中级
工、高级工、技师与中专、大专和本科学历人员同等对
待。

加强实习实训平台和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支
持建设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技能大师工作站和技术
工作站，对于达到省标准的，由省通过就业促进类资金
给予一次性补助； 对经认定达到国家标准并经国家备
案的，在中央补助的基础上，由省通过促进就业类资金
再给予一次性补助。推进粤港澳职业院校联合办学。开
展职业院校学生跨区域实习就业，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

打造高水平“双师
型”教师队伍
调研组还建议充分发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等在培养职业院校教师队伍方面的重要作用，
扩大职业教育领域硕士培养试点规模。 支持粤
东西北地区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通过定向培
养、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提高职业院校教师队
伍素质。

支持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和企业自主招聘在
职或退休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完善师资培训制
度。 严格执行专业教师到企业实习和接受培训
的制度。 支持职业院校与大中型企业合作建设
“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 落实教育部等七部委
联合印发的《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关于
“专业教师每 5 年企业实践时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要求，支持职业院校设立特设岗位，引
进产业教师（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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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发展广东的职业教育， 破解阻碍发展的难
题。 政协调研组建议，贯彻落实《广东省职业教育条例》。 该
条例于今年 9 月 1 日施行，从法规层面明确了政府、行业、
企业、学校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的责、权、利，各地应制定
配套的实施办法，严格执法，将条例精神落细、落小、落实、
落地，形成政府高度重视、企业深度参与、群众广泛认可的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环境。

尽快制定提升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为更
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广
东应针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出台深化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提升发展的政策措施，务求
对症下药，取得实效，破解制约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体制机
制障碍。 鼓励有关高职院校通过校区土地置换、争取行业企

业投入等方式，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针对混
合所有制等校企在资源整合配置、共建共享等
方面的问题，出台明确的政策指引，为学校开
展校企合作解除后顾之忧。 完善绩效工资制
度，进一步调动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

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推进校企精准对接与精准育人
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现状：
广东职业教育规模位列全国第一

进一步做好顶层设
计，加强政策的协调性
和系统性

加大财政保障力度，
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丰西
西， 通讯员朱颖贤、 刘元铃、
张心丽报道：9 月 17 日， 记者
获悉，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
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日
前发布了广东省听力残疾儿童
人工耳蜗康复救助项目定点手
术医院的名单， 包括广东省妇
幼保健院等 10 家医院。 今后，
广东省听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
康复救助项目患儿可在这些医
院几乎免费接受复筛、 人工耳
蜗植入手术和术后调机服务。

据介绍，先天失聪或在出生
早期就患有听力缺损的儿童，如
果在出生后 6 至 9 个月内明确

听力损失并给予适当干预，患儿
5 岁时的语言能力与正常儿童
基本没有差别。而植入人工电子
耳蜗，是目前用手术方式重塑患
儿听力唯一有效的干预手段。但
人工耳蜗非常昂贵，很多聋儿因
此错过了康复的黄金时期。

记者获悉，要想成为该项
目受益者， 需要经过申请、初
筛和复筛 3 个步骤。 项目申请
途径：①向户籍所在地县（市 、
区）残联提出申请；②登录“中
国听障儿童服务网” 提交申
请，网址：http://www.hear-
ingkids.org.cn; ③直接向广
东省项目办提交申请。

重度听障儿装人工耳蜗可申请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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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郭起报道：强台
风“山竹”登陆当天，两名深圳男子曾
散播停水谣言引起公众恐慌。 深圳警
方 9 月 17 日晚间发布通报称：9 月 16
日上午，“山竹”强台风临近我市，在全
市抗击台风之际，网络出现了“全市三
点停水”、“全市八点停水停电”等不实
信息，上述信息通过微信、微博等渠道
发布后迅速传播，引起部分市民恐慌，
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当日下午，警方根
据举报线索在宝安区抓获违法人员叶
某(男，30 岁)、洪某(男，26 岁)。经审，两
人对在网上制造并散布不实信息的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警方已对两名
违法人员依法行政拘留。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
辉，通讯员邱夏阳、文瑶报道：9
月 18 日上午，广州粤剧院新址
建设项目在位于珠江新城红线
女艺术中心东侧建设地块举行
奠基暨开工动员会。 广州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 广州市
老市长黎子流等领导， 有关部
门负责人以及众多艺术界的嘉
宾出席了活动， 并为该项目奠
基，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按
照建设工期，总投资 4 亿多元的
该项目将在 2021 年 9 月完成竣
工验收。 未来，珠江新城将崛起
一座属于粤剧的文化地标。

新地标列入振兴
粤剧重点工作

粤剧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
术， 伴随着粤语华人的足迹成
为了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剧种之
一，于 200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广州是粤剧的
发源地，40 年波澜壮阔的改革
开放历程给予了广州粤剧巨大
的发展空间。

广州粤剧院是广州重要的
艺术院团， 拥有雄厚的艺术创
作资源和辉煌的历史传承，为宣
传中华文化作出贡献，在国内外
具有重大影响。广州市培育世界
文化名城， 需进一步振兴粤剧，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但广州粤剧
院现有环境简陋， 制约了艺术
创作与发展，亟须改善。

据了解， 广州粤剧院新址

建设项目， 红线女老师在世时
就已有所构想。 2014 年 6 月，
经广州市政协议案提议， 广州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广州市进一步振兴粤剧事业
总体工作方案》，专项成立广州
市振兴粤剧事业工作领导小
组， 明确振兴粤剧的十项重点
工作， 建设广州粤剧院新址是
其中之一。

新址将成为世界
粤剧文化中心

广州粤剧院新址是广州市
政府斥资的“攻城拔寨、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重大文化设施建
设项目。该项目于 2015 年 6 月
立项， 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主管， 广州市代建局实
施代建。 该项目总投资 4 亿多
元，建筑面积 4 万多平方米，建
设内容包括 1200 座的大剧场、
500 座的小剧场、培训用房、展
览用房、附属服务用房、地下停
车场等配套设施。 其建筑方案
以“凤冠霞帔、游龙戏凤”为设
计主题， 以粤剧正印花旦所佩
戴的精美头冠服饰为构思来
源，融传统与现代元素为一体。

“经过 4 年的努力，广州粤
剧院新址建设项目今天终于开
工了！ ”广州粤剧院董事长余勇
表示， 该项目将对振兴粤剧、繁
荣粤剧起到重要作用。 未来，广
州粤剧院新址将打造成为振兴
粤剧的基地和世界粤剧文化中
心，进一步弘扬优秀的主流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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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珠江新城将崛起粤剧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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