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中办、 国办印发 《关
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对构建高
质量就业服务体系、 促进高校毕
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关工作作
出部署。 从具体内容看， 意见提
出优化培养供给体系、 强化就业
指导体系、 健全求职招聘体系、

完善帮扶援助体系、 创新监测评
价体系 、 巩固支持保障体系等
“六大体系”， 涉及高校毕业生求
职就业过程的多环节各方面， 为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提供了坚实保障。其中，《意见》把
优化培养供给体系放在构建高校
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首
位。 （4月9日《人民日报》）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民
心工程、 根基工程 ， 高校毕业
生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优化培养供给体系， 促进人才培
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配，
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人才
支撑。

加强人才需求侧分析研判。
当前，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
断涌现，人才需求呈现出多元化、
复合化趋势。 人力资源供需不匹
配， 是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
面临的重要矛盾。一方面，部分高

校毕业生面临求职压力； 另一方
面， 一些企业机构又难以招聘到
急缺适配的专业人才。 优化培养
供给体系， 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
社会发展供需适配， 必须以对人
才需求侧的科学分析研判为前
提。通过科学分析研判，预测未来
一段时间内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类型、数量和素质要求，为高校制
定人才培养规划和调整专业设置
提供前瞻性指导。 《意见》聚焦人
才需求侧， 提出科学研判人才发
展趋势及供需状况。 关于供需状
况， 提出推进人才需求数据共享
归集，建设人才需求数据库。关于
人才发展趋势， 提出开展人才供
需关系前瞻性分析， 定期发布急
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

持续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
高等教育承载着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 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 既是攻坚战役， 也是长期战
略。 以人才需求侧为牵引推进教
育供给侧改革， 是优化人才培养
结构、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促进
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
适配的关键举措。 《意见》 聚焦
教育供给侧， 提出动态调整高等
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 围绕
推动高等教育规模、 结构、 质量
更加契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
求， 提出优化高校层次类型和区
域布局 ，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
置， 优化高校资源配置。

建立就业端评价反馈机制。
人才培养质量高不高、好不好，用
人单位最有发言权。 要建立健全
就业端评价反馈机制， 打通教育
供给侧和人才需求侧之间的堵
点，搭建交流沟通的桥梁，推动形
成“评价—反馈—改进 ”的闭环 。
要通过就业端评价反馈机制收集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 岗位匹配

度、薪资水平等数据，分析社会对
人才的需求趋势， 推动高校动态
调整专业设置、 课程内容和培养
模式，改善供需错位，避免教育与
社会需求脱节。 《意见》强化就业
端反馈，提出完善招生计划、人才
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 对于招生
计划调整， 提出优化招生计划分
配方式。对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提出鼓励高校建立更灵活的学习
制度， 根据职业标准对接转换更
新人才培养方案。

总之，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
量充分就业， 关键点在于优化培
养供给体系。 对于高校毕业生的
就业服务， 不应止步于岗位汇聚
与简历流转 ， 而应优化培养供
给， 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
适配度， 使人才培养更加精准地
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从而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智
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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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
量充分就业， 关键点在于
优化培养供给体系。 对于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 ，
不应止步于岗位汇聚与简
历流转， 而应优化培养供
给， 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
需求的适配度， 使人才培
养更加精准地对接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

以优化培养供给体系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需求直通车”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幸福感

李雪： 从语文作文， 到数学
方程， 再到英语听力， 对孩子们
来说， 样样皆可求助AI。 “这会
不会影响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
“AI工具 ‘适当使用’ 的边界在
哪里？” ……不少家长对此亦有
担忧。 AI再智能也是服务人的工
具， 对其使用当有边界意识， 要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AI， 让其成为
学习的好帮手。

商务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的 《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9日发布。 方案提
出提升健康饮食消费水平、 优化特殊食品市场供给、
丰富健身运动消费场景、 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产业、 增
强银发市场服务能力、 壮大新型健康服务业态、 引导
健康产业多元发展、 强化药店健康促进功能、 组织健
康消费促进活动、 宣传推广健康理念知识10方面重点
任务。 （4月9日 新华社） □王琪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近日，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
启辰职业培训学校人工智能班、
网络直播班学员在教师指导下接
受免费培训。近年来，该县先后开
设了电商、家政、美容、电工、月嫂
等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 ， 帮助
8000余名农民工顺利就业。（4月
10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 随着国家对职业技
能培训的高度重视， 为了促进就
业、提升劳动力素质，全国各地人
社部门纷纷与当地社会培训机
构、职业院校等合作，推出形式多
样的免费技能培训课程， 旨在帮

助劳动者提高就业竞争力， 适应
产业升级和市场需求。

开设免费培训课程， 让求职
者通过参加免费技能培训， 学习
到实用的如电商、 家政、 美容 、
电工、 月嫂等专业技能， 这些专
业技能使求职者在就业市场中较
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同时
也缓解了一部分企业招工难的问
题， 可谓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
政策。

免费技能培训通过 “技能赋
能+精准服务 ”， 不仅为求职者
提供了免费的学习机会， 还为他

们精准对接招聘岗位需求， 帮助
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 顺利实现
就业以及今后职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持， 有利于提升劳动力市

场的整体素质， 对促进充分就业
具有重要作用， 有助于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技能人
才支撑。 □周家和

刘天放 ： 据媒体报道 ， 近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体
育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
印发了 《关于做好高质量户外运
动目的地建设工作的通知》，部署
各地开展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
建设。 户外运动主要是指以自然
或户外环境为依托的体育运动，
一般包括滑雪、攀岩、自驾、漂流
等项目。探索自然拥抱健康，户外
运动前景广阔， 相信通过加大创
新力度，深耕品牌文化，壮大户外
运动消费空间， 提升户外运动服
务供给质量， 必将促进行业高质
量发展。

促进健康消费

2024年以来， 吉林省白山市
浑江区总工会创新构建 “需求直
通车 ” 服务模式 ， 打出组织聚
“新 ” 、 服务暖 “新 ” 、 维权助
“新” 组合拳， 让2400名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的心声有回应。 （4
月10日 《工人日报》）

据报道，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
区总工会通过打造 “需求直通
车”， 全力打通服务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群体的 “最后一公里 ”。
全区成立了由30名工会干部、 社
会化工会工作者组成的 “工会管

家团 ”， 采取定期 “包片进企 ”
等方式收集问题需求 ， 并列为
“置顶” 事项优先解决。 仅一年
时间， 该区总工会累计收集各类
问题需求260余件， 办结满意率
近98%， 直接惠及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3000余人次。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存在
分散性广、 流动性大、 不确定因
素多等特点 ， 平日工作比较辛
苦。 如何精准对接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需求？ 笔者以为， 浑江区
总工会创新打造 “需求直通车”

服务模式， 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
好办法。 一方面， 通过 “工会管
家团”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
全方位服务，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在哪， 工会服务就跟进到哪， 真
心实意地关心他们的所需所盼所
求 ， 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感到
“娘家人 ” 时时刻刻就在身边 ；
另一方面， 通过前置化服务， 及
时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心声
和需求， 优先解决他们的急难愁
盼问题， 提升了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幸福感。 □费伟华

期待更多免费技能培训助就业

学生使用AI
当有边界意识

贵州省镇远县坚持以党
建带团建 ， 以团建促党建 ，
打造独具特色的 “镇远青年
夜校” 基地， 提供思想启迪、
技能锻炼一体化平台， 为青
年成长成才、 全面发展 “充
电赋能”。 （4月10日 《黔东
南日报》）

据报道， 贵州省镇远县
青年夜校结合青年 群 体 需
求 ， 有计划地开设了花艺、
非遗 、 化妆 、 摄影 、 直 播 、
心 理 疏 导 等 课 程 。 自 开班
以来， 共吸引了200余名青年
职工参训。

青年夜校深受青年职工
欢迎， 一是夜校为职工合理
安排时间提供了便利， 让职
工实现了 “白天忙工作， 夜
晚来充电”。 二是夜校开设的
课程很好地契合了职工需求，
极大丰富了青年职工的业余
生活。 三是通过夜校的培训，
可以让青年职工掌握更多知
识和技能， 助力他们更好地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促进个
人成长进步。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
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品质和质
量 ， 越来越追求全面发展 。
职工的个人爱好与工作甚至
企业发展密切相关。 从小处
说 ， 青年夜校 可 以 为 职 工
“减压”， 让他们更加精神饱
满地投入到工作中； 往大处
说， 这些课程陶冶了职工情
操、 升华了职工境界、 提升
了职工队伍的整体素养。 一
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 无疑
有助于企业的持续和高质量
发展。

青年夜校堪称 “充电桩”
和 “加油站”， 为青年职工赋
能鼓劲。 希望青年夜校不断
拓宽和完善培训内容， 满足
青年职工不同的个性需求 ，
为他们的业余生活添色增彩，
为他们成长成才提供更广阔
空间。

□方醒

青年夜校
助力青年职工成长成才

探索自然拥抱健康
户外运动前景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