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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是特色但不是专业全部

既然是小龙虾专业，那么当然要教如何做小
龙虾，也就是小龙虾烹饪。实际上，小龙虾烹饪
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其做法和口味随着探索
和积累不断丰富，超出了一般网友品尝到的几种
通常做法，并且还在持续开发中。潜江龙虾学院
招生部负责人夏忠志解释说，如果把小龙虾专业
仅仅理解为“学如何做小龙虾”那就太狭隘了，
实际上该专业除了烹调工艺与营养之外，还有小
龙虾养殖、活体储藏、餐饮管理和市场营销等，
融合了小龙虾全产业链的很多教学内容，旨在培
养适合小龙虾产业链的各类人才。此外，学生还
要学习英语、计算机、管理学等公共课程。

作为实践性很强的职教专业，小龙虾专业需
要有专门的时间和基地进行实习。对此，夏忠志
介绍说，学院会根据小龙虾消费淡旺季来合理安
排教学和实践活动。每年5月到9月是小龙虾产业
的旺季，在此期间，可以安排学生进行实际操
作，其他淡季时间，则以理论教学为主。至于小
龙虾养殖课程，记者了解到该专业开发了一个 90
学时的培养项目，采用80%校内学习加20%养殖基
地实践的形式。

职业院校当然首先要瞄准就业，小龙虾专业
实行“校企联办”方式，毕业即就业。在录取后
就与学生签订就业协议，虽然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将来就业协议落实情况，但签署协议本身也在一
定程度上显示了小龙虾专业就业前景很好。

专业应运而生服务产业发展

从根本上来说，小龙虾专业的就业前景取决
于小龙虾产业发展状况和相关人才供给情况。今
年 6 月 11 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发布了 《中
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 （2017）》。根据该报告，
近年来，小龙虾消费市场持续扩大，产业链不断
延伸，逐步形成了集“苗种繁育、健康养殖、加
工出口、餐饮物流、节庆文化”于一体的产业链
条。小龙虾养殖产量从2007年的不足27万吨增加
到2016年的超过85万吨，增长了221%，我国已成
为世界最大的小龙虾生产国，2016 年小龙虾经济
总产值约 1466 亿元，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近 500 万
人。夏忠志表示，虽然从业人员众多，但是中高
端人才紧缺，而随着产业进一步发展，人才供需
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由于社会上只有为数不
多的小龙虾厨师培训班之类的机构，缺少专门培
养小龙虾产业中高端人才、服务于全产业链的专

业培训院校，开办龙虾学院，开设小龙虾专业就
显得尤为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开设小龙虾专业的潜江龙虾
学院从属于湖北江汉艺术职业学院。这所教育部
备案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成为我国目前唯
一一所服务龙虾产业人才培养的职业院校。这当
然不是偶然，湖北潜江是全国小龙虾第三大产
地，且小龙虾餐饮业十分发达，有“中国小龙虾
之乡”之称。潜江紧紧抓住本地小龙虾特色产
业，提出了“万师千店计划”，即培养万名养殖
师、万名烹虾师，开设 3000 余家潜江龙虾加盟
店，而龙虾学院无疑适应了本地经济发展战略应
运而生，并承担了服务地方产业升级发展的重任。

除了提供学制两年的小龙虾专业大专学历教
育之外，龙虾学院还提供对学历和年龄没有要求
的小龙虾烹饪、养殖等短期技能培训，满足多样
学习需求。据报道，这种短期培训课程招收人员
众多，截至目前，已达2200多人。

为职教特色专业探索鼓与呼

只有小商品，没有小生意。小龙虾这种看似
不起眼、不登大雅之堂的街头小吃短短 10年左右
却发展成为如此可观的大产业。而湖北潜江的一
家职业院校通过“校企联办”的方式率先开设了
旨在培养行业中高端人才、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小龙虾专业，这种瞄准市场需求、职业需求
为导向的职教专业设置理念无疑是非常值得称道
的，尽管其办学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接受市场的检
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次勇于第一个吃螃蟹、
设置小龙虾专业的湖北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是一所
公办职校，其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鼓励。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
着科技发展和应用，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的发
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悄然发生深刻变化，
这就要求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方式进行与
之相适应的调整，特别是在专业设置方面，淘
汰或减少一些社会需求萎缩的专业，开设与新
产业、新需求相匹配的新专业。与此同时，我
国的教育改革也向着简政放权持续迈进，尤其
在落实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方面相关政策陆续
出台，这使得一批新职教专业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中。比如，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为服务高尔夫
产业发展开设了高尔夫管理专业，九江理工职
业技术学校为服务电子竞技产业的发展开设了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

对一些近年来新出现的职教专业，舆论似乎
并不是那么客观理性，有时会用诸如“奇葩”这
样的词汇去描述。虽然不排除有些新设置的专业
有赶时髦、玩概念之嫌，但是总体而言，这些新
专业反映了中国职教努力变革、与时俱进，为国
培养专才的努力，我们应该为其鼓掌加油。

“我希望在未来岁月中，你
能时不时地遭遇不公，这样你就
会懂得公正的价值；我希望你尝
到背叛的滋味，这样你就会领悟
到忠诚的重要；抱歉，我还希望
你们时常感到孤独，你就不会视
友情为理所当然……”美国首席
大法官罗伯茨作为家长代表在儿
子所在的初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
这样的致辞。这哪里是毕业祝
福，分明是“恶毒的诅咒”，但
是罗伯茨的致词赢得了一片赞扬
之声，《华盛顿邮报》 甚至认为
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本年度最好的
作品，不是某个案子的判决书，
而是在儿子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罗伯茨为自己另类的“诅
咒”致辞给出了一个注脚，他
说，生活就是生活，不会因为他
的上述希望而改变，而孩子们能
否从生活中获益，取决于他们获
取逆境传递出的信息的能力。换
句话说，正是遭遇的不公、背叛
的滋味和感受到的孤独等才能使
人们从逆境中经受锻炼与磨砺，
而具有了对公正的体认与守护、
对忠诚的珍视与追求和对友情的
感恩与呵护……在笔者看来，这
也正是这个充满“诅咒”的致辞
如此受到欢迎和赞扬的理由。

罗伯茨早年的人生经历可
以为他这段致辞作出诠释。他
1955 年生于纽约州水牛城，父
亲是一家铁厂的小职员，家里
有 4 个孩子，家境拮据。小学 4
年级时，他们一家迁至印第安
纳州一个叫长滩的地方，他与
三 姐 妹 在 那 里 长 大 。 1971 年 ，
16 岁的罗伯茨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哈佛法学院，5 年后以第一名
的 成 绩 毕 业 。 他 之 后 一 路 走
来，2005 年被任命为第 17 任美
国首席大法官，也是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

罗伯茨的言行告诉我们，生
活中的种种不幸往往是我们思考
人生，实现人生突围，迈向更高
生活境界，实现更高生命价值的
机遇。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对普通人而言，经历过不公、背
叛、孤独等的磨砺，我们有更多
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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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
近日说，在应对 21 世纪环境、能源与交通等全球重大挑战时，
中国通过持续创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享单车是诠释这种
创新的成功案例。

邓中翰在日前于华盛顿举行的第三届全球重大挑战论坛
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增长，汽车逐渐取代
了自行车成为代步工具，曾经的“自行车王国”不再名副其实。
但现在，共享单车在中国各地非常受欢迎。短短一年时间内，
全国投放量已从 2015 年的 200 万辆陡然升至 2016 年的 2000 万
辆，到今年年底可能会增至 5000 万辆，成为现象级产品。

邓中翰说，共享单车安装了科技含量高的电子锁，可无线
连接到互联网、卫星定位系统、云计算、数据库、移动支付系
统，还有收集大数据和应用人工智能的中央管理平台。只需借
助智能手机，人们就能找到离自己最近的单车。它们与30年前
的自行车不同，与华盛顿特区会场外停放的有桩自行车也不
同，没有固定取车点或停车点，使用更方便，帮助许多公交系
统的用户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

“这种创新模式帮助我们缓解了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节约

了能源、减少了排放并降低了污染。就像美国的特斯拉公司重
新发明电动汽车一样，中国正在重新发明自行车。”邓中翰说。

他援引“不要重新发明轮子”的西方谚语补充道，“我们不
是重新发明轮子，而是重新发明了两个轮子”，引起全场一片会
心的笑声。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全国共享单车骑行总距离超
过 25 亿公里，相当于往返月球 3300 次；累计节约 4.6 亿升汽
油；减少了 45 亿微克 PM2.5 物质排放；减少碳排放 54 万吨。

“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也吸引了一大批风投和新兴创业公司，
几家行业领先公司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成功跻身与美国优步
一样的“独角兽公司”行列。

邓中翰指出，共享单车只是成功案例之一。在信息技术产业
茁壮发展的同时，中国通过持续创新在电力、化工、医疗、材料、钢
铁、建筑、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推动一系列重要工程建设。

全球重大挑战论坛由中国工程院、美国国家工程院和英国皇
家工程院共同主办，来自全球科学和工程界、产业界、高校等的
800多人出席本届论坛。

（据新华社电 记者林小春）
2017年7月8日，北京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在京开幕。图为参观者体验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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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小龙虾专业？不就十三香、麻辣、蒜香等几种做法吗？怎么还
得开个专业学呢？”

“这个专业，我这样的吃货最爱。上课就是炒龙虾，一边炒一边吃。太
令人向往了吧！”

“居然还‘包就业’，小龙虾专业比我现在学的这个有前途呀！”
“这个专业太接地气了，知识就在生活中，学以致‘吃’！”
……
随着湖北“潜江龙虾学院”近日对外公示录取名单，该学院“小龙虾专

业”引起了网民的热议，有的带着迷惑不解的疑问，有的带着垂涎三尺的向
往，还有的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的幽默。大家纷纷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
显得熟悉但陌生的专业，可能脑海里还默默想像着学生们在老师指导下，每
个人把一盆挥舞着大钳子的小龙虾倒入锅里爆炒的情形。

电视美食节目制作现场电视美食节目制作现场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郁琼源、张建松） 中国第八次北极科学考察队20日
上午乘“雪龙”号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起航，前往北极执行
科学考察任务，将首次环北冰洋航行并试航西北航道。

“时间紧，任务重，探索性强。”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林山青19日晚在行前
会上表示，第八次北极考察是我国首次执行北极业务化观测任务，将是我国
极地考察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据林山青介绍，常规的北极考察一般是两年一次，今年开始有望进一步
加强对北极的科考力度，实现常态化。

此次考察以“雪龙”号极地科学考察船为平台，将开展北极航道综合调
查、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水文、海洋化学、海洋地质、海洋微塑料和海洋
垃圾等污染物调查等考察工作。在白令海、楚科奇海、北欧海、西北航道和
北极高纬度海区等重点海域，开展业务化调查。

林山青对科考人员说，这次考察不按学科分类，考察时间长、航程远，
多个项目从未开展过，要将外业调查和成果总结结合，多出科学成果报告。

第八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副领队兼首席科学家助理何剑锋介绍，首次运用
到此次北极科考的大型设备有三套：可以监测大气成分的气溶胶离子色谱
仪、气溶胶质谱仪，以及做人工核素的伽马能谱仪。

本次考察队由96名队员组成，总航程约2万海里，历时83天。

“雪龙”号第八次赴北极
将首次环北冰洋航行

（陈晓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