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教育的“立交桥”走通全新人生路
超过上海中考零志愿分数线的考生选择报考职校中本贯通专业

“不后悔！ ”这两天，杨浦区辽阳中学初三
毕业生史赟杰正等待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到来。

中考分数 703 分的他，第一志愿填报的是上海
市工业技术学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上海
第二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数控技
术)中本贯通专业。 他的分数在杨浦区已经超
过了上海零志愿录取分数线 23 分，出于兴趣，

他选择了另外一条升学路，也是另一条新的人
生规划。

同样在这个夏天，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学
工程与技术中本贯通专业首批学生毕业。他们
的出路引人关注———有 3 名同学考取研究生，

其中两人被华东理工大学录取。还有一名学生
出国留学，其余学生就业率与上海应技大本科
就业率相当。

“入口”，中职本科联合培养正受到家长和
考生的认可；“出口”， 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为家
长和考生送上一颗定心丸。这无疑传递了一个
积极的信号，职业教育的“立交桥”可以真正走
通另外一条人生路。

与其不停刷题搏高考，不
如做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谈及报考职业学校的初衷，儿时起就心灵

手巧的史赟杰坦率地说：“首先是喜欢。 其次，

毕业后， 我能拿到学历证书和技能证书，‘双
证’到手，就业前景也不错。 ”

中考前，史赟杰和父母还专程到上海市工
业技术学校实地考察。学校专业设置和校园环
境，都让一家人十分满意。史爸爸直言，孩子平
日成绩不稳定， 与其盲目追求普通高中就读，

不如提前主动选择，家长和孩子压力一下子都
减轻不少。

职业教育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认可，从连年
上涨的录取分数线就能窥见一斑。报考职校不
再是个别学生迫于分数不理想的被动选择，而
渐渐成为一群从专业喜好出发的考生和家长，

主动积极的选择。

日前，上海中本贯通、中高职贯通最低录
取分数线出炉，60 个中本贯通专业中，最低控
分线不足 600 分的只有 14 个专业。

上海商业会计学校会计专业最低分数线
达到 650 分， 新零售专业最低分数线为 654.5

分；上海市经济管理学校动画专业最低分数线
为 642 分；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两个
专业分数线分别为 644.4 分和 649.5 分……

“中本贯通专业分数线年年看涨 ， 成了香饽
饽。 ”沪上不少开设了相关专业的职业学校校
长感慨地说。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特别注重纵向的贯
通，这肯定是将来职业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沪上一所职业学校校长表示，随着高考、中考

陆续改革，家长也看得清楚、想得明白，与其不
停刷题搏高考， 还不如选择一条直通的路径。

更何况，从就业前景来看，职业学校的学生在
市场上竞争力并不差。

一对一为联合培养学生配
导师，提升就业潜力

时间倒退七年， 上海开始首批中本贯通
专业试点工作。 今年， 这批学生一毕业就受
到就业市场的认可。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务
处处长王宇红告诉记者， 相比传统的本科大
学生， 联合培养的学生经过三年中职学校的
培养， 职业技术更加规范严谨、 操作更熟练，

而且他们对于职业的认同度和认知程度， 都
更显优势。

上海城市建设工程学校 (上海市园林学

校 ) 学生陆亦炜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花
艺项目中摘取金牌后 ， 本是中本贯通专业
学生的他 ， 顺利升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攻
读本科学位 。 进入大学后 ， 学校就为他配
置了导师。

王宇红告诉记者，这是中职本科联合培养
计划中的 “常见手势”———中职学生通过 “转
段”考试升入本科后，大学会为这些学生配置
一对一的导师。一方面帮助学生打牢理论知识
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对学生逻辑思维、创新能

力的培养，总之一个目标：让这些学生毕业后，

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和长远的发展。

职业教育“立交桥”打通技
能人才发展空间

眼下， 上海正加紧布局人工智能、 生物医
药、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并且不
断推进养老、护理、学前教育等民生领域和现代
服务业领域的相关产业发展。 与之相匹配的技
能型人才，在不远的将来，就业前景明朗。

记者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 上海还正在通
过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高本贯通、五年一贯
制等不同模式的长周期、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

整体提升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水平线。

今年，上海首家由区政府主办的“五年一
贯制”公办新型职业院校———上海市南湖职业
技术学院开始招生。学院面向初中阶段毕业生
招收 3 个五年一贯制专业： 数字媒体技术、新
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应
用。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朱建柳介绍，

学院深度融入产业链、创新链，在华为科技、上
汽通用等龙头企业支持下， 成立产业学院，走
产教融合之路，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
实训基地，学校开展订单培养、项目教学、产学
研创等合作， 满足产业集群对人才的精准、有
效需求。

教科卫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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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

有没有一种药， 可以根治影响了世
界 3 亿多人口的抑郁症？ 这个全球
医学界为之探索了几十年的梦想 ，

如今距离实现又迈出关键一步。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
卓越创新中心竺淑佳研究组与中国
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罗成研究组
合作， 通过冷冻电镜解析了谷氨酸
门控离子通道 NMDA 受体结合快
速抗抑郁药氯胺酮的三维结构， 确
定了氯胺酮在 NMDA 受体上的结
合位点， 并阐明了氯胺酮与 NMDA

受体结合的分子基础。 该研究为靶
向 NMDA 受体设计新型抗抑郁药
的研发提供了重要基础。近日，国际
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这
项成果。

“开展这项研究， 源于闺蜜两
年多前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 竺淑
佳说 ， 闺蜜家里有位 70 岁老人一
直诉说自己身体不适， 但儿女带她
检查身体却一切正常 ， 就在 “没
病” 的结论得出半年后， 老人在家
自杀了。 “实际上， 她得的是严重
的抑郁症 。” 竺淑佳解释 ， 抑郁症
其实是大脑有了器质性病变， 如果
及时采用药物 、 物理及心理治疗 ，

是可以得到控制、 缓解甚至有希望
痊愈的。

然而， 令医生头疼的是， 至今
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兼具起效快、 副
作用小、 可根除疾病等优点的抗抑
郁药物。 2019 年 3 月， 美国食品药
品监管局批准曾被用作麻醉剂的

S-氯胺酮上市， 它也由此成为目前
最好的快速抗抑郁药———每公斤体
重只需不到 0.5 毫克， 就能在几小
时内让被自杀念头折磨到崩溃的重
度抑郁症患者改善低落情绪， 且药
效可持续一两周。

传统抗抑郁药动辄数周方能起
效， 且对 1/3 患者无效， 相比之下，

S-氯胺酮可谓是抗抑郁领域近几十
年来最重要的发现。 然而， 它一旦
使用不当， 易造成分离性幻觉和成
瘾等副作用 ，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
就被欧美国家严格管制。

竺淑佳希望， 通过精细的蛋白
质结构解析，找出 S-氯胺酮抗抑郁
的奥秘 ，从而设计出更完美的抗抑
郁新药。 “通过冷冻电镜，我们得到
了 3.5 埃的高清三维结构， 还模拟
出了分子药物动态作用的过程 。 ”

她介绍 ，NMDA 受体有很多种亚
型 ， 研究组解析了 S-氯胺酮与人源 GluN1-GluN2A 和

GluN1-GluN2B 亚型的复合物结构，“在受体跨膜区内，我们
发现了一个‘口袋’，S-氯胺酮就在这个口袋里与 NMDA 受
体结合”。

有趣的是， S-氯胺酮在 NMDA 受体的 “口袋 ” 里并
不安分， 会上蹿下跳。 竺淑佳团队还观察了 S-氯胺酮的
镜像分子 “姐妹” R-氯胺酮， 发现它这位 “姐妹” 比较安
静， 虽然起效略缓于 S-氯胺酮， 但药效持续可长达两三
周。 据悉， 目前国内已有药企对该分子开展临床研究。 竺
淑佳希望这项成果能推动抗抑郁新药的后续研发。

此外， 联合研究团队还发现， 某些基因突变会使氯胺
酮类药物无法与 NMDA 受体结合， 从而失去抗抑郁的疗
效。 这也将为抑郁症的个性化精准治疗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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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束
本报讯 （记者张鹏） 记者昨天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

2021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全部结束。

据悉，2021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次录取工作
自 8 月 4 日开始，至 8 月 10 日顺利结束。 考生可登录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查询录取结果。

考生的录取通知书由各招生院校陆续发出， 由于路程
远近不同和各地录取时间不同， 被外省市院校录取考生的
通知书可能要晚些时候才能收到，具体可咨询各院校招办。

走进田间地头，Z世代在调研中读懂中国

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行至第14年，覆盖学生逾2万多人次，
已成为“五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品牌项目

对从小生活在大城市的 Z 世代大学生
而言， 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种遥远的风
景。 书本、影视剧作品以及长辈的讲述，是他
们了解乡村的主要途径。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大一学生周景
怡便是这样一位“零乡村经验”的学生。 今年
暑假，由于参加学校的“千村调查”社会实践
活动， 她有机会走进乡村， 连呼几个 “没想
到”，“乡村可以发展得这样现代化！ ”

走千村、访农户、做调查，在上海财经大
学，“千村调查”已行至第 14 个年头，覆盖 2

万多人次学生，不仅让教师们争着“竞标”带
队，在学生间也人气颇高。不少人在校求学四
年都甘当“回头客”，直言刷新了“三观”。

围绕中国乡村产业振兴调查这一主题，今
年，师生们走访了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1266

个村庄。 作为上海财大加强国情教育、社会实
践、劳动教育、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五位一体”

人才培养模式的品牌项目，“千村调查”为更多

Z 世代大学生读懂中国，培养使命感、责任感
提供了一片肥沃的育人土壤。

“天坑村”脱贫，是采摘自
田头的最鲜活教案

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
之间，很可能存在一些出入。理论和现实的鸿
沟如何弥合？在上海财大，“千村调查”宛如设
置在暑期的第三课堂， 为学生打开一扇观察
国情的窗户。

“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因为关注到这个社
会实践项目而决定报考上海财大的。”高考填
报志愿，周景怡前七个志愿都填了上海财大。

入学后，一看到“千村调查”征集通知发出，她
就火速报名。

经过入户调研、 和农户们交流 ， 她这
才发现， 从前写过的关于乡村振兴的论文都
是纸上谈兵。 “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入面谈，

我对乡村的理解完全是脱离式的指指点点。

这种沉浸式体验的乡村调查， 弥补了我们生
活经验的不足， 对未来的专业学习来说太重

要了。”

“研究产业却没摸过产品，研究乡村振兴
却没去过乡村，这是万万不行的。 ”上海财经
大学财经研究所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何骏是
今年的带队教师之一， 他说，“财经专业的学
生，必须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平时的课堂
里，学生学习更多的是理论知识，只有走到田
间地头，才能了解中国实际。 ”

今年，“千村调查” 的一支小队走进了重
庆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 让师生们尤其难忘
的， 是在这里开讲的一节 “田头思政课”，而

“主讲人”正是村党支部书记、“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毛相林。

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下庄村， 是当地人
口中的“天坑村”：这里四面绝壁，从坑沿到坑
底的距离达 1100 米。 在毛相林的带领下，全
村 398 个村民拿着铁钎和铁锤， 历时 7 年时
间， 在悬崖上凿出一条出村的公路。 路修通
了，接下去的“脱贫路”怎么走？往后的 15 年，

毛相林继续带领乡亲们一起探索， 最终敲定
发展柑橘、 桃树、 西瓜三大脱贫产业。 2015

年， 曾经在全县最贫困的下庄村率先实现整
村脱贫。 2019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 12670 元，

是修路前的 40 倍。

正如一位参与“千村调查”的学生所言，

虽然这个社会实践项目前后只有一周的时
间，但却给他上了人生中难忘的重要一课：在
脱贫攻坚的过程中，需要的正是“撸起袖子加
油干”的实在。

学用农具干农活，增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体验感

“让课堂上习得的知识，深入到青年学子
的精神深处———要完成这种教学的转化，在
田间地头上的社会实践课， 其价值是任何传
统课堂都无法替代的。”上海财经大学组织部
副部长、 党校副校长曹东勃在学生时代就参
与过“千村调查”。 从学生一路成长为指导教
师，他也见证了“千村调查”从 1.0 发展到 2.0

版本的过程。

据介绍，2.0 版本的“千村调查”不光在调
研区域的选择、行程安排、问卷设计、数据录
入等方面全线升级， 还专门加入了劳动教育
环节，让师生感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奋
斗精神。

在下庄村完成调研后， 上海财大的师生
们开始了一场大汗淋漓的劳动。 一幅幅生动
的画面让上海财大党委副书记朱鸣雄印象深

刻：有的同学是第一次接触农具，在村民的教
导下， 学着使用农具； 有的学生走进田间地
头，一一认识村民种植的农作物……“身处田
野间，学生们切身体会到了劳动的不易，也深
刻了解到‘实践增长才干’的基本道理。”朱鸣
雄说。

补齐阅历短板，带着“有
泥土”的问题做科研

“暑期调研时间有限，走马观花式的参观
对读懂中国无济于事，只有带着‘有泥土’的问
题做课题，学生们才会收获真正成长。 ”曹东勃
也深有感触地说，如今的 Z世代学生，从书本、

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能力很强，间接经验很丰
富，但论及现实经验，比如一粒种子怎么变成
粮食，一个零部件怎么加工为成品等，他们的
人生阅历中还有不少空白点。

曹东勃也曾指导宁夏籍学生深入电视剧

《山海情》的原型地闽宁镇进行入户调研。 尽
管学校提前组织相关培训，但真的走进乡村，

学生们还是遇到了各种困难。比如，原先设计
好的问卷并不完全适用于调研； 由于口音问
题，和老乡沟通起初特别不顺畅……

不过，正是在发现问题、确立课题，通过
调研最终形成一份研究成果的过程中， 年轻
的师生们实现了教学相长， 不仅学术水平有
所提升，更重要的是收获了精神成长。

今年是何骏第二次带队开展“千村调研”

活动。在他看来，传统经济学教材注重理论归
纳和总结。但追根究底，现实经济才是理论的
生动演绎。 “只有积累了大量案例，教师才能
讲好经济学，讲活经济学。 ”

在调研中实现教学相长，“千村调查”不
仅让师生们对于国情、 对于中国经济有更接
地气的认知，收集了真实的一手资料，也让很
多年轻学子在实践中了解社会， 感受如今幸
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今年， 上海财大党委书记许涛也和学生
们一起走进乡村。 “年轻人要‘自找苦吃’，用
脚步丈量祖国、读懂中国，扎根大地做学问，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积蓄个人成长的能量，积
极投身乡村共同富裕的建设。 ”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记者 吴金娇

七星彩第 2109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9 7 9 1 2 + 14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2 198691 元

三等奖 18 3000 元

四等奖 1089 500 元

五等奖 19902 30 元

六等奖 492714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22294684.7 元

排列 5 第 2121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 1 2 2 3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21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 1 2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上海财大学子在浙江台州调研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氯胺酮抑制 NMDA 受体活性的关键机制。

抢占学术生态位，培育科技期刊“热带雨林”
(上接第一版)

近两年， 直接投给 《细胞发现》 的
稿件日益增多， 影响力逐步显现。 该刊
编辑部主任程磊博士透露， 目前 《细胞
发现》 的国际稿源至少占到四成， “预
计影响因子还将稳步上升”。

事实上 ， 由一本期刊率先树立标
杆， 之后陆续发展起若干本子刊或姐妹
刊， 由此形成丰富的 “期刊生态” 和完
善的 “期刊梯队”， 是国际期刊界的通
行做法。 《自然》 《科学》 《细胞》 等
顶刊都有一系列子刊支撑， 编辑部往往
会为一篇投稿在其 “期刊梯队” 中寻找
最合适的刊物发表。

另一本上海原创一流期刊 《分子植
物》 也于 2019 年创办了姐妹刊 《植物
通讯》。 当年 9 月， 该刊正式上线发表
文章， 次年 2 月正式出版。 眼下， 《植
物通讯 》 已被 ESCI （新兴资源引文索

引） 收录， 明年年中将获得第一个影响
因子。

《分子植物》 常务副主编、 中国科
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期刊中
心主任崔晓峰告诉记者， 《分子植物》

目前的影响因子为 13.164， 在全球植物
科学研究类期刊中位居第二 ， 仅次于

《自然·植物学》。 “有了姐妹刊的梯队
联动， 编辑部在处理稿件时更加灵活。”

他说， 由于投稿增多， 编辑部有时会几
乎同时收到相似成果的投稿， 却因质量
有高低 ， 难以在同一本刊物上 “背靠
背” 发表， 此时， “我们就会让质量较
高的发表在 《分子植物》 上， 而将另一
篇发表在 《植物通讯》 上”。

“作为科研大生态的一部分， 丰富
的科技期刊生态可以有针对性地为科学
家群体提供多层次、 多方位的服务， 从
而促进中国科技的良性发展。” 李党生
认为 ， 科技期刊界也应借鉴科技界破

“四唯 ” 的导向 ， 破除 “唯影响因子 ”

的单一标准。 在他看来， 处于不同生态
位的期刊都能树立追求卓越的目标， 为
科学家提供高质量的传播平台， 最终推
动科学发展， 促进科学共同体的繁荣。

瞄准新兴领域办刊，依托
优势学科抢占生态空白点

今年首获影响因子即领跑全国的

《电化学能源评论》 何以一鸣惊人？ 在
出版方上海大学期刊社社长秦钠看来，

为新刊精准锚定学术 “生态位”， “先
做强、 后做大”， 是 《电化学能源评论》

探索的一条科技期刊发展之路， “目前
我们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在期刊分类索引中， 《电化学能
源评论》 在电化学和新能源两个学科领
域都有排名。” 秦钠介绍， 电化学能源
研究是近年来化学领域兴起的一个新兴
前沿交叉领域。 创刊前， 上大期刊社与
该刊主编、 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张久
俊一起， 对该领域的全球发展态势进行
充分评估后发现， 该领域还没有一本综
述类刊物， 于是决定创办 《电化学能源
评论》， 填补这一空白。

而今， 在上海科技期刊界， 依托优
势学科， 精准定位学术 “生态位”， 已
成为不少高起点科技新刊的 “起跑线”。

今年前七个月， 上海交通大学共新
创 5 本 科 技 期 刊 ， 其 中 《 芯 片 》

（Chip） 入选 “2020 年中国科技期刊卓
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 这是一本聚
焦芯片类研究的综合性国际期刊， 由上
海交大依托学科优势与爱思唯尔集团合
作出版， 将为推动未来信息科技的发展
提供一个理想的学术交流与传播平台。

上海交通大学期刊中心副主任蔡云泽介
绍， 2016 年创刊的 《海洋工程与科学》

同样是以学校优势学科作为出发点， 奔
着填补领域内空白而去。 今年， 该刊被

SCI （科学引文索引） 收录后获得首个
影响因子即达 3.408， 直接进入该领域

Q1 区 （领域内期刊前 25%）。

“由于前期精心筹划、 组织高水平
编委团队， 越来越多的新刊不再满足于
仅仅追求高影响因子， 而是着眼于学科
布局， 抢占学术生态位。” 中科院上海
光机所旗下中国激光杂志社总经理杨蕾
透露 ， 该社将于明年创办的英文新刊

《光子学评论 》 预估影响因子将高达

20， “我们要弥补中国光学界尚无一本
全综述期刊的空白， 出版该领域教科书
水平的重要综述， 全面反映国内外光学
科技的高水准研究进展。”

据悉， 激光社自主打造了全英文国
际传播平台， 《光子学评论》 将在这个
全新平台上发布———自己造船出海， 而
非借船出海， “我们有信心， 依靠自己
的传播力， 实现覆盖学科的高影响力”。

2019 年 ， 中国激光杂志社入选中
国科协 “卓越行动计划集群化试点 ”。

“目前， 我们已经将成功的办刊模式从
光学领域复制到物理、 地学领域。” 杨
蕾希望， 未来可以针对国家需求， 以专
业学科集群化的模式打造若干细分领域
的一流期刊方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