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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教学为名滥订教辅

材料，高额回扣落入个人腰包，

教辅变“教腐”；借“统一着装”

名义收取高额费用，将校服采

购视为敛财工具……近段时

间，一些地方查处涉及教辅、校

服领域违规征订、行贿受贿案

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

提升年”行动的通知》，剑指利

用征订教辅及购买校服谋利等

侵害学生及家长合法权益的突

出问题，这一举措直指积弊、切

中要害，为整治相关乱象提供

了行动指南。

教辅资料本是辅助学习的

工具，校服是校园文化的载体，

一些人却以教育为名行不法生

意之实，甚至将学生用品采购

等环节异化成滋生腐败的温

床。这些钻进学生用品的“蛀

虫”，严重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

利益，更践踏了教育尊严。

学校不能成为一些人唯利

是图的生意场。各地教育部门

应狠抓落实，修补机制漏洞，对

教辅征订、校服采购等流程展

开深入排查，强化全链条监管，

通过家长委员会、特邀监督员

等方式，加强对学校办学行为

的日常监督，确保各个环节公

开透明、公平公正，从源头上斩

断不法利益链条。同时，加强

对重点岗位的风险防控和制度

约束，高悬惩贪肃腐“利剑”，拿

出动真碰硬的魄力，发现一起、

严惩一起，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滋生的土壤。

学校和教育工作者更应坚

守教育底线，牢记育人使命，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职业道德

素养，坚决抵制利益诱惑。以学

生的全面发展为导向，为学生成

长营造纯净、积极的教育环境。

唯有以“零容忍”的态度斩

断谋利黑手，让教育回归本真，

让校园成为净土，才能为孩子

们的成长保驾护航，让家长安

心、社会放心。 据新华社电

促进人才适配
加强校企协同

与10多家重点单位签署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组织“清华学子
应聘行”重点企业就业实践……
近年来，清华大学坚持“走出
去”与“引进来”相结合，面向紧
缺人才需求，校企共建协同育
人大平台。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清
华大学毕业生在重要行业领域
就业引导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相关数据显示，学校毕业生赴重
点单位就业率连续多年超过
80%。

这是高校着力做好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缩影。一段时间以
来，各有关高校组织形式多样的
校企供需对接活动，提升人才供
需匹配度，推动毕业生顺利就
业、更好择业。

北京体育大学与多家相关
企业签订战略协议，一方面为学
生们提供实习实践平台，提升学
生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另一
方面畅通就业渠道，在毕业季邀
请合作企业到校开展招聘活动，
降低毕业生的求职成本和难度。

浙江大学主动联动多地人
社部门、行业龙头企业，多措并
举稳岗拓岗；推行校院两级访企
拓岗机制，着力推进人才对接、
校企协同育人等长效合作机制，
切实搭建学生与企业之间需求
对接的桥梁。

此外，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与有关企业共建产业
学院和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将企
业实际场景引入实习实训基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邀请企业专
家走进校园课堂，同时选拔在校
学生前往公司实习，推动学生将
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

挖潜岗位资源
搭建就业平台

为更好发挥校园招聘主渠
道作用，各高校注重汇聚岗位资
源，拓宽学生就业空间，努力为
毕业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北京大学立足国家战略需

求，加强就业引导，鼓励毕业生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就
业。学校还设立“赴基层和西部
地区就业奖励金”，为赴基层和
西部地区就业毕业生提供专项
奖励，帮助同学们树立将个人理
想根植于时代沃土的就业观。

西安交通大学的“千家单
位 万名学子”综合类双选会已
连续举办5年。统计数据显示，
学校为2025届毕业生举办校园
招聘会1200余场，吸引8800多
家优质单位进校，为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领导带
队开展专项调研，把握县域教育
人才需求，为毕业生履约从教提
供服务保障。同时，针对2025届
毕业生，开展教育类双选会3场，
开展教育类型招聘活动 600 余
次，不断提升就业育人成效。

以提升供需对接精准度、优
化毕业生就业结构为目标，集美
大学与杭州、贵阳、宁波等多地
人社部门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引
才基地；与属地市、区政府等相

关部门高频互动开展促就业合
作共建，拓宽就业资源渠道。

深化就业指导
提供就业帮扶

跟踪帮扶和不断线服务是
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
应有之义。为此，各高校还注重
围绕毕业生求职需求和就业状
态，切实提供精细化、有温度的
就业指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充分发挥“职
业开发与管理”教研室积累的人
才培养经验，为数千名学生提供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学校还通
过“智慧职业发展中心平台”提
供就业指导、职业咨询、AI简历
优化、AI模拟面试等服务，截至
目前，平台累计服务学生61.1万
人次。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时
期，如何帮助学生补齐知识和技
能结构短板，助力毕业生在离校
前迅速提升就业能力？

西南石油大学依托优势特
色专业，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推

出智能油气工程、智能制造等12
个微专业和“人工智能技能培
训”“低空经济从业培训”等职业
能力提升微课程，帮助学生更新
技能与知识结构；北京金融科技
学院通过系统化的就业指导课
程、形式多样的职业规划讲座
等，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就业形势
与政策，全面提升求职技能和综
合素质。

聚焦为毕业生提供不断线
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从实
际需求出发，重点开展“公考笔
试面授课”“生涯规划训练营”

“求职训练营”“职业规划团体辅
导”等培训。通过优化宣传渠道
和增强组织力度，今年相关培训
的学生参与度较去年显著提升。

围绕困难毕业生群体就业，
高校也推出务实举措，提供暖心
服务。例如，合肥工业大学落实

“一对一”帮扶责任，为困难毕业
生群体量身定制帮扶方案，提供

“1次职业指导、5次岗位推荐、1
次见习机会”帮扶套餐，筑牢保
障底线。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16日发布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2024）》。白皮书显示，2024年
全国检察机关办理低龄未成年
人犯罪人数有所下降，办理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增幅放缓。

白皮书介绍，全国检察机关
2024年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 65198 人，同比下降
1.1%，批准逮捕34329人，同比
上升27.8%；受理审查起诉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101526人，提起
公诉 56877 人，同比分别上升
4.3%、46%。全国检察机关受理
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较
多的罪名包括盗窃罪、诈骗罪、
聚众斗殴罪等。2024年，全国检
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周岁至
16 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9317人，同比下降7.4%；最高检
依法核准追诉初中生杀害同学
埋尸案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
力犯罪34人。

白皮书显示，全国检察机关
2024年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
人 犯 罪 57156 人 ，提 起 公 诉
74476 人，同比分别上升 7.3%、
11%，增幅较2023年分别下降28
个、3.9个百分点。据统计，检察
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
数较多的罪名包括强奸罪、猥亵
儿童罪、抢劫罪等，成年人利用
电信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上
升较快。

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立足
法律监督职能，持续深化未成年
人综合司法保护。全国检察机
关结合办案共制发“督促监护
令”31809 份，共办理涉未成年
人支持起诉案件5155件，审查
后支持起诉4623 件，办理涉未
成年人民事诉讼监督案件 725
件。在行政检察领域，共办理涉
未成年人行政诉讼监督案件77
件。检察机关积极发挥公益诉
讼职能，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
公益诉讼案件12062件。

白皮书介绍，全国检察机关
持续促推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
度落实。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
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
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 3793 件，
占办案总数的6.8%；推动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单位落实入职查询，
不予录用1361人。据新华社电

拓宽岗位资源 加强就业指导
各有关高校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其就业关系千家万户。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高校着力拓宽岗位资源、加强就业引导，推动人才培养与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配，不断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低龄未成年人
犯罪人数有所下降

严肃整治学生用品采购环节乱象

■新华时评

上海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暨专场招聘会上人头攒动。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