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4日， 教育部、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2025届全国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
议， 对做好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会议
指出， 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
计达1222万人 ， 同比增加 43万
人。 （11月15日 《光明日报》）

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民生福

祉、 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 供需
适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
教育部日前印发的 《关于做好
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的通知》 强调， 要促进
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供需适
配 。 近期印发的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 提出，
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
度。 要努力提升高等教育供给与
社会人才需求的适配性， 促进高
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要摸清需求 ， 促进人岗匹
配 。 当前 ， 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结构性矛盾” 依然存在。 一方
面， 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
部分毕业生面临找工作难； 另一
方面， 一些企业的重点岗位又处
于缺人、 求贤若渴的状态。 人力
资源信息不匹配， 是造成就业难

与招工难并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 要完善供需对接机制， 做
到人岗相适、 用人所长、 人尽其
才， 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就业
提质扩量互促共进。 各地各高校
要定期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需求调查，通过调研走访企业、委
托专门机构开展调查等方式，广
泛收集行业、区域人才供求信息，
及时掌握就业市场需求变化，开
展人才需求分析预测， 编制发布
人才需求报告和急需紧缺人才目
录，引导优化人才资源配置。

要主动布局，优化学科专业。
高校的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不
一致， 是导致人才供需结构性矛
盾的重要原因。 随着经济发展和
科技进步， 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
化，新产业、新职业不断涌现，高
校需要及时调整教育供给， 确保
人才培养方向与产业发展方向相

一致，与就业市场需求相契合。专
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 推动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 首先
需从专业设置上着手改革。 各地
各高校要结合本区域发展实际，
以科技发展、 国家战略需求为牵
引，主动布局新兴学科专业，扩大
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布点， 及时调
整或更新升级已经不适应社会需
要的学科专业， 提高高校学科专
业设置对高质量发展的响应度，
更好促进人才供需适配。

要打通堵点，加强校企合作。
当前人力资源供给与市场需求
“错位”，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上有待进
一步 “联手”。 主要表现为： 产
业技术更新迭代快， 教学内容容
易滞后于产业发展； 学生在校期
间接受的技能训练与工作后从事
的生产任务脱节； 训练内容的更

新速度落后于产业技术更新迭代
速度等。 高校与行业企业开展深
度合作，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才
能达成个人就业和工作岗位之间
的适配。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 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升
级。 高校加强与企业合作， 当秉
承因地制宜、 因校制宜的发展方
略， 围绕产业布局展开， 与不同
类型和规模的企业积极对接， 开
展更具特色的产教融合实践， 加
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从而做
到面向市场需求定制人才。

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宝贵
的人才资源，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生力军。 有关方面要聚焦经
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不断
增强人才供给的针对性、 适配性
和有效性， 努力促进高校毕业生
高质量充分就业， 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潘铎印： 走进河南省郑州市
惠济区实验小学餐厅， “明厨亮
灶” 看得见。主食库存放着大米、
面粉等，当天储备当天用完，温度
控制系统锁住主食材料新鲜度；
加工车间配备了臭氧消毒机、去
皮机等，地面整洁干燥……校园
供餐工作是民生工程， 更是民心
工程。 各地要全方位强化校园食
堂监管， 打造 “明厨亮灶”， 守
护校园食品安全， 保障师生 “舌
尖上的安全”。

记者18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 全国纳税
信用年度评价结果显示， 2024年全国守信纳税
人达4127万户， 比2023年增加378万户， 其中
纳税信用最高等级A级纳税人数量近335万户，
比去年增加45.6万户， 诚信纳税企业数量稳步
增长。 （11月18日 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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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
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有关方面
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不断增强人才供给的
针对性、 适配性和有效性，努
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
分就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音乐市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诚信纳税

近日， 位于杭州市职工文化
中心的职工露天音乐市集开集，
连续两天的丰富活动吸引了不少
杭州职工前往 “赶集”， 现场气
氛好不热闹 。 （11月18日 《浙
江工人日报》）

据报道， 活动分为 “赶时髦
也赶集” 市集和 “风吹麦浪” 职
工音乐会两部分， 将文化艺术活
动与市集摊位展示紧密结合。 在
这里， 职工们可以变身为摊主、

歌手， 也可以是体验官， 尽情享
受这场文化的盛宴。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职工
面 临 工 作 和 生 活 压 力 。 同
时 ， 由 于他们工作忙碌， 平时
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机会
不多 。 职工露天音乐市集为职
工提供了展 示 自 身 才 华 的平
台 ， 能让他们在工作之余陶冶
情操、 释放身心压力， 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

音乐能够带来愉悦、 增进身
心健康。 露天音乐市集是为职工
办的一件暖心民生实事， 值得点
赞 。 在新形势下 ， 各地工会组
织、 企业、 单位等， 要多关心职
工精神文化生活， 不断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 搭建好服务载体和平
台 ， 结合实际打造特色文化品
牌， 有效提升职工获得感、 幸福
感、 归属感。

□赵杰昌

景区焕新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明厨亮灶”
守护校园食品安全

供需适配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长话短说
劳动用工“法治体检”

很有必要
日前， 江苏省仪征市总

工会联合市人社局、 司法局、
法院、 检察院和江苏宗申律
师事务所等单位， 深入江苏
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江苏中
兴派能电池有限公司等重点
企业开展劳动用工 “法治体
检” 服务行动， 现场 “把脉”
企业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情况，
“对症下药” 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 帮助企业和职工解决劳
动 用 工 方 面 的 法 律 问 题 。
（11月20日 《江苏工人报》）

据报道 ， “法治体检 ”
重点了解了各企业劳动合同
签订、 社会保险缴纳和职代
会情况等 ， 针对企业自查 、
各部门现场问诊以及项目清
单中的问题， 对企业和职工
关注的用工难点和困惑进行
指导， 向企业出具 《劳动用
工 “法治体检” 报告》， 并发
出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
函》， 以提醒企业规范用工行
为， 防范劳动争议风险。

毋庸讳言， 现在有些企
业一些比较大的劳动争议案
件， 起初往往都是一些小的
劳动用工不规范的问题引起
的， 因未能及时处置， 问题
由小到大， 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和构建
和谐的劳动关系。 劳动用工
“法治体检” 服务行动好就好
在能有效预防和化解企业劳
动用工潜在的风险， 让企业
用工放心、 职工工作安心。

笔者以为， “法治体检”
犹如人的健康体检， 有病早
治， 无病早防。 企业通过劳
动用工 “法治体检”， 可以帮
助企业检查劳动用工中的隐
患， 发现并及时纠正劳动合
同签订不规范、 劳动报酬支
付不合法等问题， 既维护了
职工合法权益， 同时也帮助
企业管理人员增强了法律意
识 ， 降低了企业用工风险 ，
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 有利
于从源头上促进企业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 推进企业高质
量发展。

□周家和

王琦：据媒体报道，近期，文
旅部正在实施景区焕新行动，各
地文旅部门和景区也纷纷开展行
动，不断丰富景区的产品供给，培
育创新业态，提升管理服务，为游
客提供更加美好的旅行体验。景
区焕新不仅是提升旅游品质、满
足游客需求的必然选择， 也是推
动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
措。 只有将景区焕新作为旅游发
展的新常态， 不断创新产品和服
务，加强文旅融合，才能不断满足
游客日益增长的品质化旅游需
求，推动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小包裹”彰显消费“大潜力”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11月11日， 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
处理快递包裹7.01亿件， 是日常
业务量的151%， 同比增长9.7%。
（11月18日 新华社）

快递业一头连着生产， 一头
连着消费， 是经济发展与消费活
力的“晴雨表”。

消费“热起来”，快递发展才
能“活起来”。从日常国货、国潮产
品备受喜爱，文化消费氛围浓厚；
到绿色、健康消费长期受到欢迎，
有机食品等销售额大幅增长；再
到餐饮、旅游、农产品等消费持续
升温， 城乡消费活力迸发……火

热的消费场景既折射出我国经济
韧性强、消费潜力大、发展活力足
的基本面， 也彰显了我国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的态势。 随着现代化
进程的不断推进， 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消费品种多元化，必
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拓展消
费增长新空间， 助力快递业持续
增长。

“小包裹” 彰显消费 “大潜
力”。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务量的
年年增长， 既凸显出快递业的澎
湃活力和强劲韧性， 又折射出我
国消费市场“大潜力”以及经济延
续恢复性增长、回升向好的态势。

面向未来， 相信在多项优惠政策
和现代科技的推动下， 以及我国
快递业不断创新服务模式、 提升
服务质量， 必将更好地服务于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提升群众消
费意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王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