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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片区求贤若渴
“临港新片区求贤若渴，需

要人才加入，与这座城市共同成
长。”临港新片区人才发展服务
中心业务主管吴正扬在临港新
片区人才政策推介会暨“高校服
务临港就业育人联盟”成员单位
招聘会上说道。人才引进重点
机构有直接推荐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学位相应工作经历大于1年
可落户，本科学历学位核心业务
骨干相应工作经历大于2年可落
户。

同时，临港新片区在居转户
年限和社保基数上实施“缩年
限、降标准”措施，新片区企业普
遍享受新片区工作时间3年及以
上，居转户年限缩短为5年；符合
重点产业布局的企业享受新片
区工作时间2年及以上，居转户
年限缩短为3年。对上海市居住
证持证人在新片区工作并居住
的予以专项加分，即每满1年积
2分，当年计入总积分，最高分值
为20分。

为了吸引更多大学生来临
港实习就业，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还制定了详细的实习补贴政
策。其中，包括向符合条件的大
学生在新片区大学生实习基地
（以下简称实习基地）实习发放
生活补贴以及向符合条件的实
习基地发放的运营补贴。

记者了解到，围绕个人实习

补贴标准，博士研究生每人每月
补贴5000元，硕士研究生每人每
月补贴3000元，大学本科三年级
及以上的学生每人每月补贴
2000元。此外，外省市及海外高
校的非上海户籍大学生，额外给
予每人每月最高1000元交通住
宿补贴。

围绕基地运营补贴标准，对
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的，给予实
习基地每个岗位每月500元的运

营补贴；留用实习大学生的，给予
每个岗位5000元的运营补贴。年
度运营补贴总额不超过 10 万
元。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在实习基
地实习期间可享受月度补贴，补
贴分两次发放，在确保实习期间
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对于毕
业后一年内选择在临港新片区就
业或创业的大学生，将发放剩余
的补贴，进一步激发其留在新片
区发展的意愿。同时，实习基地

也能获得运营补贴，鼓励企业积
极提供实习岗位，并优先留用表
现优秀的实习生。

这些措施极大地降低了人
才落户的门槛，营造了稳定、透
明、可及的落户预期。此外，低
成本、便利化、租购并举的住房
保障体系，特别是主城区人才公
寓，租金低于市场价格，极大地
减轻了人才的居住负担，让他们
能够安心扎根临港。

成为培育青年才俊的沃土
昨天下午“高校服务临港就

业育人联盟”招聘会在上海电机
学院举办，吸引了近200家用人
单位参与，提供了700余个招聘
岗位4000余个用人需求。岗位
涵盖新片区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民用航空、人工智能、智能新
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4+
2+2”前沿产业集群，也包括建
筑、物流、金融、教育、管理等多
个行业，吸引了包括上海电机学
院、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建桥学
院等3000余名学生参加。

为扩大招聘覆盖面，招聘会
通过上海电机学院新媒体平台
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推介，打破地
域限制，让更多毕业生能够参与
进来。常熟理工学院等全国部
分理工类地方本科院校联盟高
校的1500余名毕业生线上参与
了“直播带岗”活动。

“在国家‘稳就业’‘保就业’
政策的大背景下，临港新片区的
一系列的人才政策，正逐步成为吸
引和培育青年才俊的沃土。2024
年我校共有381名毕业生在临港
就业，占毕业生人数的近11%。”上
海电机学院学生处副处长张跃辉
表示，作为“高校服务临港新片区
就业育人联盟”的秘书单位，学校
主动融入临港新片区的建设发展，
不断为新片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技术支撑和人才支持。

用行动守护城市绿肺
悬铃木、香樟、朴树等行道树

树种不仅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居
民生活的伙伴，见证了城市的变迁
与岁月的流转。此次实践，大学生
团队在徐汇和黄浦选取了多条树
种密度大、建筑密度大、人流量也
大的道路上的行道树为样本。

夏日里，成员们变身绿色守
护者，从了解树木的建设历程、
种类分布等开始为后续调研提
供基础。在与上海市绿化管理
指导站开展的合作中，同学们发
现，行道树健康与安全日益受到
重视，采取了清理枯枝、修剪树
线、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措施，
但仍存在树种单一、病虫害、树
龄老化等问题。

这些来自风景园林专业、园
艺专业的本研学生运用专业知
识，利用“弹性波树木断层画像
诊断仪（PiCUS3）”等技术，更准确
获取城市树木的健康信息，并通
过App 共为 500 多棵树形成“一
树一档案”，试着构建“实施-监
测-评估-维护”的动态管理调整
机制，为城市树木安全提供详细
基础数据。“希望合理探究出行
道树健康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行道树安全风险管理提出建
议和策略。”团队队长王烨纾说
道。

专业知识与实践结合
这次社会实践不仅仅是一

次简单的调研活动，更是一次将
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尝
试。团队成员们希望通过努力，
能够引起更多人对城市绿化的
关注与重视，让每一棵树都能得
到应有的呵护与照料。

“在衡山路上，当检查到一
棵特别粗壮的悬铃木时，我们发
现了一些异常情况。这棵树的
树干上有一个隐秘的树洞，洞口
周围的树皮有明显的腐烂迹
象。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树洞内
部的情况，团队成员小心翼翼地
使用专业工具进行探测，同时另
一位成员在一旁认真记录相关
数据。就在探测过程中，突然从
树洞里窜出一只小松鼠，迅速逃
窜到了旁边的树枝上。这突如
其来的一幕让大家又惊又喜。
王烨纾说，“这既是行道树成为
城市生态的组成部分，为小动物
们提供了栖息之所，但树洞本身
可能是因为极端天气或其他因素
导致树木健康出现问题而形成的，

这与我们项目研究的极端天气对
行道树的影响紧密相关。”

团队成员们并没有因这一插
曲而中断工作，而是更加认真地
继续检查和记录信息。他们相
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对
于了解行道树的健康状况以及制
定合理的保护措施至关重要。

愿城市之美触手可及
在为期一个月的社会实践

里，团队的成员们用他们的汗水
与智慧，为城市的树木撑起了保
护伞。他们的努力与付出，不仅

为树木带来了健康与生机，也为
城市的居民带来了一份清新与宁
静，通过线上宣传，还进一步提升
公众对树木健康重要性的认识。

目前，在徐汇区的部分行道
树上已挂上包含行道树信息的
二维码。实践团队在本次实践
中发现的行道树问题也全部及
时上报相关部门，期待让行道树
健康生长的理念深入人心。

在未来的日子里，团队希
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加入到守
护行列中来，共同为城市的绿色
脉动与生命的活力贡献力量。

降低落户门槛 发放实习补贴
“年轻的城”多措并举吸引更多年轻人安心扎根临港

临港是座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如何吸引年轻人关注临港、选择临港、扎根临港，与新城共成长？昨天，记者了解
到，临港新片区人才新政策赋予重点用人单位更大自主权，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落户条件。为了吸引更多大学生来临港实
习就业，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还制定了详细的实习补贴政策。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一树一啄成为“树语医者”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为城市行道树做健康体检

城市里的每一片叶子、每

一棵树都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与

生命的活力。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的社会

实践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这些

默默无闻却又至关重要的城市

守护者——行道树。他们用专

业知识与实际行动，为这些树

木进行全面的健康诊断与危险

等级预报，用“一树一档案”的

精细化管理，期待树木的健康

生长，减少极端天气下倒伏事

件的发生。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大学生变身绿色守护者。

招聘会现场。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