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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求职碰壁、租房纠
纷、职场困惑、社交焦虑、情感
困扰……在成长的道路上，每
个年轻人都会遇到自己的“青
春烦恼”。今日起至9月1日，
上海《青年报》“青春服务热线@
夏令行动”正式启动，为申城青
年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

本次夏令行动将通过两大
渠道倾听青年心声：热线电话
021- 61173737（每日 9:00—
17:30）和“青年报”微信公众
号菜单栏“青春服务热线”入

口。夏令行动将重点解决青年
在求职、租房、职场、社交、情感
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

今年，“青春服务热线@夏
令行动”仍将与“12345”市民热
线、“12355”青少年心理咨询平
台紧密联动，多维度形成服务青
年的强大合力。

每一个青年的声音都值得
被倾听，每一个青年的问题都
值得被认真对待。这个夏天，
让我们一起破解成长路上的每
一个“青春烦恼”！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7月8日，“智链全球
青创未来”2025年上海市各界优秀
青年“走进静安”活动在静安区PAC
吉宝静安中心成功举办。团市委
书记、市青联名誉主席上官剑，中
共静安区委书记钟晓咏，团市委副
书记、市青联主席邬斌，中共静安
区委副书记徐静，静安区副区长胡
勇，市青企协名誉副会长、中国干
细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章毅等
领导出席活动，与来自全国青联、
市青联、市青企协、外省市在沪的
青年才俊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协
同新机遇。

本次活动在苏河湾功能区、
大宁功能区2场预热活动的基础
上，进一步深化青年与静安的深
度链接。

上官剑在致辞中指出，要把握
时代机遇，引领青年投身科创浪潮，

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绿色低碳等
新赛道勇闯“无人区”、攀登“最高
峰”；加强跨界合作、促进青年碰撞
思想火花，帮助青年人才拓宽视
野，为地区发展汇聚智慧；持续赋
能成长、服务青年潜心创新创业，
共同涵养“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

钟晓咏指出，静安正着力打
造“创新之城”，聚焦数据智能、文
化创意、生命健康等特色产业，为
青年提供广阔舞台；致力于构建
青年“圆梦福地”，通过优化场景、
资金、政策、服务等全方位支持，
助力青年成长发展；承诺与青年

“风雨同舟”，营造鼓励创新、宽容
失败的创新氛围，诚邀青年才俊
扎根静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活动现场，“市青联、市青企
协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静安
联络站”正式启动，未来将常态化
开展市区两级项目合作，持续发挥

“走进”系列活动溢出效应，助力静

安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期，经过2
场“走进静安”系列活动的推动，本
次活动现场还达成了落地“美创静
界”项目、静安·徽商出海服务站以
及青春经济文旅商体展融合计划3
个意向协议，展现了青年力量与静
安机遇深度对接的成果。

7位青年企业家代表围绕产
业创新、人才政策等主题分享真
知灼见，彰显了青年群体的锐气
与智慧。座谈交流结束后，与会
青年赴南京西路功能区、苏河湾
功能区等考察参观，通过实地感
知静安的产业活力与创新生态，
进一步探索合作可能。

据悉，本次活动是团市委、市
青联和静安区推动青年与城市双
向赋能的生动实践。未来，静安
将持续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打造更具青年吸引力与归属感的
城市生态，与青年才俊携手成就
卓越梦想。

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宝贵
的人才资源。一段时间以来，教
育部会同相关部门聚焦稳岗扩岗
推出系列增量政策举措，拓展吸
纳就业岗位空间，优化人岗匹配
对接服务，强化困难群体就业帮
扶，着力促进2025届高校毕业生
高质量充分就业。

加强政策供给
不久前的毕业季，广西医科

大学操场上，一场就业双选会引
人关注：前来招聘的既有广西本
地企业，也有区外龙头企业；除医
药类岗位，双选会还设置人工智
能类专区、教育类专区等满足学
生多样化就业需求。

“这场双选会规模大、岗位
多，能和用人单位当面沟通，对我
们的就业很有帮助。”来到招聘会
现场的学生黄晨曦说，希望能找
到一份医院行政岗位的工作。

这是教育系统做好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的生动缩影。做
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关键是
拓渠道、挖岗位。为此，有关部
门和各高校在拓宽就业渠道方
面持续发力。

今年以来，教育部会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门
推出系列促就业政策，支持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稳岗扩岗，首次将

一次性扩岗补助对象范围由企业
扩大到社会组织，激发各类经营
主体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6月以来，在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冲刺阶段，教育部会同相关
部门加力扩岗，先后举办多场“百
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企供需
对接会和人才招聘会。

优化人岗匹配
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帮助

其优化知识与技能结构，精准匹
配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可
以很好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为此，面向新兴产业急需的
知识和技能要求，教育部部署实
施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千”
计划，推动各地各校分别建设了
2600余个“微专业”和1100余门
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帮助学生补
齐知识和技能结构短板，在离校
前迅速提升就业能力。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赋能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教育部全面推广、智能化
升级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
组织实施“共建共享岗位精选计
划”，加大与社会招聘机构和各地
各高校岗位共享力度。截至目
前，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已
面向 2025 届高校毕业生累计举

办线上专场招聘111场，汇集发
布共享岗位超2000万个。

强化服务接续
正处高校毕业生集中离校

期，进一步做好离校未就业困难
群体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至关重
要。

近期，教育部指导各地教育
部门与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做好信息衔接和服务接续，确
保有求职意愿的离校未就业毕业
生及时享受公共就业服务，通过
参与职业能力培训、就业见习等
尽早落实去向。农业农村部开展

“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帮助
脱贫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就业。

针对困难群体毕业生，有关
部门也指导各地各高校为他们提
供有温度、有针对性的帮扶服务。

例如，教育部会同共青团中
央实施困难家庭学生就业帮扶计
划，组织高校团干部与帮扶对象

“一对一”结对。此外，教育部在
财政部支持下指导地方实施“宏
志助航计划”，针对2025届毕业
生举办“宏志助航”专场招聘活动
1124场，提供岗位110余万个。

据悉，下一步，教育部将依托
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
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不断
线”就业服务。 据新华社电

聚焦稳岗扩岗，强化就业帮扶
各地各有关部门推出系列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好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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