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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占道经营”难题，维持街面整
洁秩序，同时促进马桥农产品自产自销，
近日，马桥镇南片、北片区域落地两个临
时疏导点。

南片疏导点位于江川路荷巷桥路以
西200米同心果园南侧空地，占地面积约
90平方米，摊位最大设置数量为26个。北
片疏导点位于敬南路元松路西南侧空地，
占地面积约228平方米，其中108平方米
作为非机动车停车区域，120平方米作为
设摊区域，最大设置数量为40个。疏导点
内干净整洁，时令瓜果蔬菜一应俱全，市
民们有序地进行采购。“农户们卖的菜都

是自己种的，比较健康新鲜。”市民对临时
疏导点的设置赞不绝口。“不仅买菜方便
了，路上通行也更顺畅了。”

临时疏导点开放时间为每日7时至9
时，13时至18时，马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通过特保固守、队员巡查做好引导工作，
维护经营环境。疏导点设立后，一方面街
面投诉量明显下降，道路拥堵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集中管理后，城市环境也得到
了进一步改善，居民、商贩都得益。

下一步，马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将紧
盯群众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城市管理举
措，将惠民之举落到实处。 文/陈佳韵

规范临时疏导点 便民服务暖人心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
布了《上海蓝皮书：上海社会发展报告
（2025）》。该蓝皮书围绕上海人民城市社
会建设，从总报告和社会民生、社会政策、
社会治理等方面，聚焦具有代表性和典型
性的议题，深入研究现状、经验、问题并提
出对策建议。

总报告依据2024年对上海市民的抽
样问卷调查，从民生、民意、民享三个维度
构建指数，调查发现指数总体处于较高水
平，进而描述现状、分析问题，并提出进一
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增进民生福
祉的方向建议。

其中，蓝皮书的分报告——上海新职
业青年生存与发展情况调查报告披露了
这个青年群体的生存现状和他们的需求，
并给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

蓝皮书调查显示，注重自我感受是新
职业青年入职的重要因素。在调查中，当
问到新职业青年选择当前这份工作最主
要的原因时，由高到低分别为“工作自由
度”(19.7%)、“入职门槛低”(17.4%)、“兴趣
爱好”(14.0%)、“发展前景”(13.7%)、“工资
待遇”(9.7%)、“工作地点”(8.9%)、“家庭原
因”(6.3%)。此外，选择“其他”的青年占
10.3%。

这表明，新职业青年择业的自由度高
于传统行业青年，因此，从事新职业的青
年自主性比较强，选择当前工作是多重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青年并没有把工资
待遇放在第一位，虽然工资待遇很重要，
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这是当前青年注
重生活质量的考虑，也可能是基于“过渡
性”工作的考虑。

从择业时新职业青年对收入、职业发
展前景等方面的重要程度可以看出，青年
比较看重“高收入”“福利好”“职业稳定”

“单位所在城市”“较多的发展空间”“良好
的工作环境”“兼顾家庭，照顾父母”“机会
均等，公平竞争”等，而看重“单位规模”的

较少，说明新职业青年对自身发展的认识
更为现实，对新兴职业也有较高的认同
度。

调查还显示，专业对口的新职业青年
占比不到一半。从专业对口情况和职业
培训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数据显示，新职
业青年专业完全对口的占12.6%,部分对
口的占31.1%，不对口的占56.3%。基于
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市场
化，青年整体性的专业对口度大幅下降，
而新职业青年由于处于非传统行业，专业
对口度更低。数据显示，在当前就职的单
位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新职业青年占
72.0%，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新职业青
年占28.0%。数据表明，近1/3的新职业
青年入职后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
职业发展受到阻碍。

蓝皮书预测，未来，新职业将会吸纳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很多新职业在就业方
式和劳动关系上的变化导致出现新问题，
目前相关管理政策并不完善，需要各方综
合施策，解决好新职业青年的现实问题，
促进新职业及新职业青年的发展。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上海是一座被红色浸润的光
荣之城，红色基因镌刻于城市血脉，红色
资源深入城市肌理。为高质量推进实施

“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持
续擦亮上海“红色文化”品牌，助力建设
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今年5月至
7月，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开展“光荣之城”2025上
海红色文化季。昨天，活动在黄浦区南京
路步行街“外滩·中央”商场启动，邀请公
众共赴这场初夏的红色之“约”。

今年红色文化季为期3个月，全市各
区、有关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积极参
与，精心策划推出形式丰富的红色文化主
题活动，涵盖研究出版、展览展陈、文艺影
视、社会宣教、思政研学、旅游文创、媒体
传播七大板块。启动仪式上，发布了78
项市级重点项目和77项全市精品活动菜
单。

其中，研究出版板块，依托一批研究
机构，发布一批研究成果，推出一批红色
主题出版物。举办一批高质量学术研讨
会；展览展陈板块，围绕陈云同志诞辰120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五卅运动100周年等重

要节点，推出一批主题展览；文艺影视板
块，推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
蹈、美术、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红
色作品创作，开展“光荣之城”红色舞台作
品展演，举办内容丰富的文艺党课活动。

社会宣教板块，打造一批群众性主题
宣传教育品牌，推动“强国复兴有我”群众

性主题宣教活动走深走实；思政研学板
块，聚焦青少年群体，持续丰富红色文化
内容供给，持续推动学习红色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成为沪上青少年
的新风尚；旅游文创板块，优化红色旅游
产品供给，加大红色文创开发推介；媒体
传播板块，拓展新媒体红色文化传播渠

道，推出更多弘扬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
事的融媒体产品。

南京路123号（原中央商场），曾是中
共上海市委联络机关旧址，被列为上海首
批红色资源。作为本次活动的特色环节，

“光荣之城”红色文化主题市集在紧邻的
“外滩·中央”广场举行，19个上海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为市民提供红色文化探索
问答、手工制作、文创体验、研学互动等形
式丰富的“一站式”红色文化体验。

现场，南京路步行街上的雷锋亭披上
红色文化季主题视觉装扮，化身“红色文
化服务站”。市民游客可在服务亭“一站
式”了解2025上海红色文化季动态资讯，
参与“红色印记”上海城市红色寻访活
动。今年的红色寻访活动推出“一区一
品”16区特色寻访路线，串联全市超过40
处革命旧址和红色场馆，通过寻访手册、
单页收集、红途“快闪”等新颖活动，为市
民游客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留下属于自己
的红色印记。

在启动仪式上，“党的诞生地”红色文
化宣讲团也宣告成立，11名宣讲团代表
接受证书和赠旗。他们中有红色场馆讲
解员、教师学生、行业一线工作者等。宣
讲团将广泛凝聚宣讲力量、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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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之城”2025上海红色文化季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