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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诗词读

海南万里真吾乡
■ 甘生统

绍圣四年（1097）四月，朝廷重议苏
轼“草制讪谤”之罪，再贬为琼州别驾昌
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签书公
事。苏辙也自筠州别驾、雷州（今广东海
康）安置。苏轼将家属安置在惠州，自己
带幼子苏过奔赴贬所，行至梧州（今广西
梧州），听说苏辙尚在滕州（今广西藤
县），乃作《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
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
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诗。

这首诗从梧州山川环境着笔，进而
写途中感受和离合情怀。“九疑联绵属湘
衡，苍梧独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树里，
落日未落江苍茫。幽人拊枕坐叹息，我
行忽至舜所藏。江边父老能说子，白发
红颊如君长。”首四句言梧州地形，九疑
山（今作“九嶷山”）山势连绵，地属衡
湘，而梧州则在更远的地方。孤城的画
角（古代乐器名）声回旋在云树间，轻淡
的月光使江水显得一片苍茫。浩渺空阔
的境界，映衬出诗人孤寂迷茫的心境。
接下来的“幽人”句写二人的遭际。“幽
人”，出自《易·履》“幽人贞吉”，此处为
苏轼自指。“舜所藏”，据《礼记·檀弓
上》：“舜葬于苍梧之野”。苏轼连用语典
和传说，在叙事写实的同时，也暗含自己
情怀高洁和人生飘忽无常之意。“江边”
句则巧妙引出弟弟苏辙，借父老之言表

达兄弟情深，同时也为后面的抒怀做好
铺垫。

“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
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
亡？天岂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
荒。他年谁作與地志，海南万里真吾
乡！”苏轼在诗中感慨：尽管琼州和雷
州远隔云海，但圣恩浩荡，允许我们兄
弟遥遥相望。继承和弘扬大道是我们
自己的人生选择，岂能因为仕途的穷达
而有所改变？这次的海南之行，从另一
角度看，难道不是上苍的有意安排，就
像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一样，让我传播
华夏文明于南荒僻壤？他年如有人作
海南方志，上面定会有这样一句：万里
之外的海南就是东坡的故乡！这几句
诗用略带诙谐的笔法言志抒怀，虽叙
贬谪之事、抒贬谪之怀，但情感深沉而
超迈，“有韵而豪，无颓丧意”。（方东树
《昭昧詹言》卷十二）

值得注意的是诗歌的最后两句：“他
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是
苏轼作品中最早明言海南情怀的诗句，
因此被称为东坡谪居海外三年的发轫之
词。苏轼出生蜀地，有着浓郁的巴蜀情
怀，但同时他又有以他乡为故乡的情
愫。在通判杭州时，他高唱“未成小隐聊
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
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在贬往黄州的途
中，他说“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元
丰八年起知登州时，又吟唱“若说峨眉眼
前是，故乡何处不堪回”；刚到达惠州时，
他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
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在海南三年离岛北归之时，又唱出
了“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心声。
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实际上是苏轼复
杂思想和真率性情的曲折表现。吴梅
说：“公（注：指苏轼）天性豁达，襟抱开
朗，虽境遇迍邅，而处处坦然。即去国离
乡，初无羁客迁人之感，惟胸怀坦荡，词
亦超凡入圣。”（《词学通论》）这是对苏
轼词的评价，从其主旨和趣味看，同样也
是对这类诗的中肯之论。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

在绿意盎然的大棚中学习园艺，在
宽敞的实验室中学习海水养殖知识，在
设施齐全的机房内进行电气技术实训
……置身海南省农业学校，这所拥有78
年历史的职业学校，呈现出欣欣向荣的
景象。

自成立以来，海南省农业学校五次
易名、六次搬迁，不断完善办学基础条
件，如今拥有3个校区，共计1万余名在
校生。

海南省农业学校的沧桑蜕变，也是
海南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过去，
海南许多职业学校规模小、办学条件
差、结构不合理，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
艰。

为了改变这一窘境，我省因地制
宜，整合资源，采取“以城带乡、以强扶
弱”的方式，使许多“小、散、弱”职校加
快发展，缓解了我省技能型人才紧缺
的压力。近年来，省教育厅大力支持
中职学校改扩建校舍、实验实训场地
及其他附属设施，为学校配备图书和
教学仪器设备等，不断改善中职学校
办学条件。

硬件有了保障，“软件”也得迅速跟
上。近年来，我省通过撤销、合并、转型
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中职学校布局，提升
中职学校办学质量。与此同时，高职院
校的办学水平也在稳步提升。

据统计，我省现有职业院校63所，
其中中等职业学校49所，共开设16大
类131个专业；高等职业学校13所，职
教本科院校1所，共开设19大类169个
专业，为重点产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
技能人才。

“我省职业院校专业设计紧贴产业
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覆盖一、二、三产
业的专业体系，形成了独具海南特色的
职业教育办学形式。”省教育厅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更好地发展职业教育，我省还
印发了《海南省“十四五”职业教育发展
规划》，明确“构建适应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发展要点，描绘
愿景图和路线图。

职业教育为学子打通成才之道

一技傍身 不负青春
■ 本报记者 张琬茜

热点

我省现有职业院校

63所，其中中等职业学校

49所，共开设 16大类 131
个专业；高等职业学校 13
所，职教本科院校 1所，共

开设 19大类 169个专业，
为重点产业发展培养了大
批技术技能人才

5年来，我省职业院

校累计输送毕业生63万
余人；全省职校生获全国
技能竞赛奖项389个，位
居全国中上游

持续推进中高职“3+
2”连读等 7 个改革项目，
推动中职、高职、职业本
科、研究生教育有效衔
接，搭建起技能人才培养
“立交桥”，受益学生累计

16万人

通过订单培养、顶岗
实习、现代学徒制、共建
实训基地等形式，推动职
业院校与 1800多家企业

紧密合作，覆盖全省 13
个重点园区，形成校企双
元育人格局；培育 24 家

产教融合型企业，组建 7
个职教集团和人才培养
联盟

文\徐珊珊 张琬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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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自如表演茶艺，穿
针引线巧织黎锦，面对镜
头直播带货……日前，
在2024年海南省职业
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
上，我省数十所职业
院校学生秀技能、亮
绝活、展风采，热闹非
凡。

今年是海南省教
育厅连续举办职业教
育活动周的第 10 年。
该活动将职教课堂“搬”上
舞台，掀起师生们勤学苦练、
提高技能的热潮。像这样同
台竞技的火热场景，在我省各地职
业院校频频上演。

近年来，我省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大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推进海
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不让一名女生因贫困失学”。过去
15年间，一个个凤凰涅槃的故事，在海南
省经济技术学校轮番“上演”。

2009年，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在省
教育厅的领导下，联合省妇联、省扶贫
办，面向全省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少数
民族家庭招收女生，创办扶贫巾帼励志
班，让贫困家庭女孩免费学技能，毕业后
优先推荐她们走向优质就业岗位。

“读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薛恋婷
说。曾因家贫不得不辍学打工的薛恋
婷，后来进入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扶贫
巾帼励志班就读。如今，她已是我省一
家美妆企业的形象代言人，靠着自己的
收入帮助家里盖起了新房。

近年来，海南职业院校主动适应海
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目标定位和四
大主导产业发展需要，积极搭建平台，
整合多方资源，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满
足自贸港建设需求注入源源不断的职
教力量。

围绕海南旅游业和免税购物行业发
展，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珠宝首饰技
术与管理专业，培养技术复合型人才；
为适应海南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需求，海
南省交通学校开设新能源汽车运用维
修专业；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与临高县南
宝镇光吉村村委会合作，开展墙绘设
计、助农课程和非遗文化进社区等活
动，美化乡村环境，为当地村民提供学
习机会……

此外，我省还积极探索对外开放新
模式，不断打造“职教出海”新范式。海
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分别与東埔寨王
家研究院孔子学院、東埔寨天艺国际酒
店共建“中文+职业技能”琼菜工坊培训
基地，助推职业教育“留学海南”品牌建
设。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我省将继续围绕自由贸易港发展规划，
探索具有海南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培育产教融合
型企业，探索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等，通
过构建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实现政府、
学校、企业多方协调、产教一体发展，推
动职业教育提质升级。

“多亏了政策支持，我才有机会上本
科院校。”回想起一年前的报考经历，海
南科技职业大学学生刘羽宁发出这样的
感慨。

去年4月，还在海南省经济技术学
校就读的刘羽宁，站在毕业分岔口上迷
茫不已。不久后，省教育厅出台的“职
教本科首次对口单招中职毕业生”政
策，让她有了人生新方向——报考海南
科技职业大学，圆自己多年的大学梦。

近年来，我省实施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及招生试点项目，推动中职、高职、职
业本科、研究生教育有效衔接，破除了职
业教育过去止步于专科教育的“天花
板”，搭建起技能人才培养“立交桥”，受
益学生累计近16万人。

一技成天下行，职业教育的目标是
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畅通的职业教育
上升渠道，进一步激活了人才培养的“蓄
水池”。近年来，海南职业教育以赛促
训、促学、促教，以技能授人，为就业搭
桥。

去年底，海南举办首届中等职业
学校劳动技能大赛，127名中职生同场
竞技。在学生们的巧手下，废旧轮胎
被改装为家用小桌，废弃易拉罐“变
身”精美头饰，破旧纸箱被制成工艺品
……

以技能授人，为就业搭桥。我省越
来越多的职业院校“牵手”企业，共建产
业学院、实训基地，培养了大量一线“适
销对路”的职业技术技能人才。例如，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与万豪国际集团共
建海南首家现代酒店产业学院，让学生
未来就业时真正实现“无缝衔接”；海南
职业技术学院与龙利集团共建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培养跨境电商行业人才
……

升学有路、就业有门，职业教育让众
多年轻的梦想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产
教融合有助于企业精准培养和挖掘人
才、开展校企科研成果转化合作，同时也
为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变革注入新力
量。”五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雪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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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琼海市塔洋镇中心学校60多名小学生来到
学校舞蹈厅，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学习琼剧。

为了让学生们更深入感受琼剧的文化魅力，传承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校从2012年起开设琼剧课程，
每周邀请专业演员来校授课。近年来，学校学生经常应
邀登台表演，有些学生还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为嘉宾
们展现琼剧的独特魅力。

文\图 特约记者蒙钟德

张大千《东坡居士笠屐图》。
吉林省博物院藏

⬅ 中职学生在2024年海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上展示其调配的茶饮。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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