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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安庆市域产教联合体成
立大会上获悉，为切实推进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促进教育
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
接，助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
济可持续发展，我市组建安庆经济技
术开发区产教联合体和安庆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产教联合体。

（《安庆晚报》2月1日）
让技能与需求无缝对接，培养更

多优质人才，我市又有“大动作”。安
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成立，意味着以
联合体建设为抓手、做优产教融合

“大文章”的“安庆实践”大幕开启。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与产业人

才培养“两张皮”的现象不同程度

存在，学校与企业合作“一头热，
一头冷”的窘况不时出现。学校教
的在企业用不上，企业需要的学校
不教，校企合作的绩效打了折扣。
这一次，我市成立市域产教联合
体，就是通过产教联合体撬动政府
资源，激发园区、行业、产业深度
参与产教融合，共同育人，从而将
职业教育与行业进步、产业转型、
区域发展捆绑在一起，以破解人才
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
高等问题，现实意义大得很。

安庆市域产教联合体正式成
立，以联合体建设来做优产教融合

“大文章”的任务很重、工程很大。
既要建立“融”机制，即成立政、

企、校、研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
实行实体化运作；建立健全以章程
为核心，包括会商、监督、考核、
评价、奖惩等环节的制度体系，充
分发挥联合体内各主体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又要实施“融”教学，即
园区、龙头企业深度参与教育教学
各环节，甚至可以按照“一企一方
案”为联合体骨干企业定制个性化
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共同开发课
程、共组教学团队、共建教学资
源，共同实施学业考核评价，共同
打造与市域产业链高度契合的人才
链。还要促进“融”服务，即政府
主导，学校和企业参与，调动社会
力量，建设具备教学、生产、培

训、鉴定等功能的共享型实训基
地，建设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和仿
真实训系统，建设就业、用工、招
生、师资、技术、管理等共享平
台，建设产学研一体化研发中心和
共享型教学团队等，满足精准育
才、用才、护才、聚才需要。

市域产教联合体融合汇聚了教
育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知
识资源、产业资源等，能有力推动
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协同高质量，
这篇“大文章”值得下大力气做优。

以联合体建设做优产教融合“大文章”
艾才国

2月1日上午，204路定制公
交班线正式运行。此条线路的开
通，将有效畅通沿途村民及园区职
工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安庆晚报》2月2日）
这几年，随着城市扩容和园

区建设步伐加快，许多市民尤其
是上班族的工作生活半径拉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定制公交“点
对点”服务，解决了公交站点
多、等车时间长等问题，极大满
足了市民个性化、多元化绿色出
行的需求。这种服务，既为市民
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出行方式，更
是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

定制公交是个新生事物，只
有增进思想共识才能实现“双
赢”目标。于此而言，一方面要
强化舆论导向，通过广泛宣传，
让更多市民了解“定制公交”，并
在文明、优质、便捷等方面持续
狠下功夫，进一步细化和优化运
营、管理、服务工作，让市民更
加乐于接受定制公交，从而形成
可观的乘客群体。另一方面要强
化需求导向，通过进企业征求意
见、网站和微信投票等方式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把问题和困难
考虑得更充分一些，制定出更为
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

定制公交是城市公交的一部
分，要在考虑便民性、经济利益的
同时，兼顾公益性、社会效益。把

“定制公交”这个公共服务产品做
得更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理当尽到民生兜底的责任，必要的
情况下，应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和资
金扶持。

一言以蔽之，要让“定制公
交”走得更远，关键是在实际需求
和差异化需求中找到平衡点，在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应中找到最佳结合
点，在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的同
时，让市民享受到更快捷、更舒
适、更安全的出行便利。

“定制公交”

让市民乐享其“乘”
徐剑锋

疏散通道是疏散被困人员远离
火灾发生现场的“生命通道”，必须
时刻保持畅通。随着楼房越建越
高，电梯成为市民上下楼的首选，楼
梯道成了摆放杂物的“储物间”，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安庆晚报》2月1日）
“我家这个小区物业管理懈怠，

车辆乱停乱放，飞线充电禁而不绝，
楼道总是堆放着杂物，连消防通道
都被占用了。真担心若发生火灾，
消防车如何进来？业主又怎么能尽
快逃生？”类似担忧的普遍性，当引
起足够重视！

生活中，不少人总侥幸地认为
火灾离自己很遥远。事实上，每个
人都是自己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
条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
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
灾、报告火警的义务。”火灾事故从
来都是预防为先预防为要，要想有
效防患于未“燃”，必须千方百计地
扎牢公共安全的篱笆。

从社会学层面上分析，社会个

体对公共安全事故的恐惧，只有转
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点点滴滴的
爱心与善行，才是有价值的恐惧。
当每个人从已发生的火灾事故情
境中抽身而退，再重新置身于貌似
已趋安全常态生活的具体环境中
时，应该追问：那些我们总是习焉
不察间或被不约而同忽略的“庸常
之恶”是否引起足够重视继而得到
些许纠正？比如说，对于那些应该
配备但还没有配备的消防器材，主
张一下自己的权利；对于那些可能
导致大事故的小隐患严苛一点，尽
到自己动口和举手之劳即可担负
的责任等等。

应该说，除了谁都无法预测和
无力掌控的天灾之外，任何一次重
大的公共安全事故，都不可避免地
裹挟着“人祸”的因素。那些看似与
我们相距很遥远的事故，可能正在
你我漠视的眼皮底下悄悄发酵乃至
发生。每一次重大社会安全事故发
生时，很多人都可能共情并表达对
事故痛定思痛的反思以及对防范措
施的热切期许。然而，社会制度的

完善进步，又何尝不是靠每个人的
点滴努力和真诚付出来保证的。可
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事故发生
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同情心和防
范意识，总是被归于平淡的庸常生
活所冲淡所消解。正是这种冷漠忽
视和推诿，让社会的“小善”不扬，反
而任由“小恶”滋生。久而久之，在

“小善”与“小恶”的博弈僵持中，此
消彼长的现实便慢慢酿成了“大
恶”。显然，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安全
事故都无法逃脱这样由量变到质变
的演绎轨迹。

由此可见，无论社会公共安全
隐患潜伏地多么广多么深多么杂，
只要职能部门监管有序防范有力，
只要每个人深怀善心、多施善行，主
动介入，积极担当，联手形成强大的
防治合力，就一定能共同履行查补
疏漏杜绝隐患的重任，最终完成“小
善积大成”的壮举。

小善积大成 防患于未“燃”
王老实

据2024年2
月20日工人日报
报道，“不用信用
卡后，感觉生活
变轻松了。”在广
西南宁工作的90

后陈陈告诉记者，自从2023年6月
将信用卡支付换成储蓄卡以后，不仅
购物有了节制，每月还能存下钱。陈
陈的经历并非个例。近日，有关年轻
人不爱用信用卡的话题引起广泛讨
论，微博上一项3355人参与的“你有
几张信用卡”的投票显示，有1267人
选择“没有信用卡”。 （作者：王铎）

信用卡不“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