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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金 澜

登录生涯发展一体化系统，选

择喜欢的模板，自动加载绩点、实习

实践经历、获奖情况等信息，一键生

成简历，美观又方便。“金九银十”是

招聘旺季，比起其他学校毕业生要

自己买模板、写简历，中国计量大学

的学生们只要几十秒就能获得一份

精美简历。

针对学生在校成长信息记录不

完整、分散在不同平台等问题，去年

年底，中量大开发并使用“启航啦·

生涯在线”大学生生涯发展一体化

系统，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就业

指导贯穿人才培养全链条。目前，

系统激活使用学生数近万人。

在中量大，本科新生入学后就

会获得生涯发展一体化系统账号。

激活后，主页有智慧就业平台、精准

对接平台、实习实践平台、创业创新

平台、职业发展教育平台等5个栏

目，每个栏目包含4~6个功能。主

页右侧还有一列生涯时光轴，标示

着学生从入学到本科毕业后半年内

要依次完成的项目，例如就业意向

登记、职业生涯测评、就业能力提

升、校友跟踪调查等。校学工部副

部长高秋艳介绍，目前使用率比较

高的是智慧就业平台。

点击智慧就业平台，页面会自

动跳转到学校的就业网，里面有各

类企事业单位招聘信息、政府扶持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政策介绍，

还搭配了精美的就业日历，可以查

看本周和下周校内宣讲会的时间

和地点。海量的信息查看起来耗时

耗力，高秋艳说，学生在系统上完成

求职意向（包括行业类别、工作地

点、薪资待遇等）登记后，系统会进

行匹配，把符合要求的岗位一键推

送到绑定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微信公

众号的微信号上，实现精准推送。

浏览就业网，记者发现了一个

特别功能——咨询预约。点击后，

学校10余位生涯咨询师的个人简

介和档期跳了出来。选择喜欢的

咨询师后，师生在线约定咨询时

间、地点，完成咨询建档。完成咨

询后，咨询师要登录系统，填写进

展、反馈意见来完善档案，完成后

档案会自动提交审核。“之前生涯

咨询的开展情况是笔糊涂账，如今

有大数据支撑，教师接单前可以通

过系统了解基本情况，线下交流时

更加顺畅；作为管理者，我们可以

清楚地了解每月咨询量、每位咨询

师的工作情况，以及不同年段、不

同专业学生的咨询重点，这些数据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职业生

涯规划课备课和开展教师培训。”

校学工部教师王天北说。

求职路上，学生遇到的第一只

“拦路虎”就是写简历。系统上的简

历优化实验室是24小时在线的简

历指导师，能帮助学生轻松通过简

历筛选关。简历优化实

验室能抓取后台已经输

入的信息，无需学生反

复填写，系统支持简历

诊断，根据简历完整程

度进行打分、提供优化

建议，非常实用，深受学生欢迎。

为提高系统的使用率，学校还

将系统推广和线下职业生涯规划课

相结合。职业发展教育平台引入了

大量其他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拍摄的

职业启蒙视频，还有生涯测评，教师

可以把这些内容作为备课素材或者

留给学生作为课后作业。而学生在

平台上完成收看和测评后，相关数

据会被后台收集，个人生涯档案就

会丰富起来，用于求职简历生成和

生涯规划咨询。

“系统上线不久，各项功能还在

完善中。”高秋艳说，接下来系统将

重点实现与学工系统的数据对接，

在采集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学习

情况、奖助情况等信息基础上，丰富

学生生涯成长轨迹。

从新生到校友 生涯育人一“网”打尽
中量大开发生涯发展一体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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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遂昌县王村口镇中心小
学举行第十二届红色运动会，图为学生
正在体验“巧渡乌溪江”运动项目。
（本报通讯员 吴礼珍 叶艳景 摄）

“小红军”向前进

本报讯（通讯员 章青青）“天

虽然冷，但热腾腾的饭菜暖心又暖

胃。”傍晚，温州市瓯海区潘桥第一

小学的教师们在食堂吃上了学校精

心准备的晚餐。“双减”落地后，教师

在校时间延长，瓯海区要求全区19

所公办初中、25所公办小学增加教

师在校用餐经费投入，确保日均

1040位参加课后托管服务的教师

可以在校解决晚餐。

2021年，温州正式出台《关于

加强教师“礼遇优待”工作的实施意

见》，提出大力实施教师引育奖励、

待遇保障、关心关爱等20条政策，

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氛

围，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

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

感。近一年来，瓯海区积极为教师

多做暖心事，营造暖心氛围，提升教

师的幸福感、愉悦感。

“双减”落地后，中小学教师在

校时间拉长，瓯海区积极推动全区

中小学落实教师午休躺睡制度、弹

性上下班制度，设立教师午间休息

室、休闲茶吧等，确保教师有足够

的休息时间。为更好地解决新入

职教师住房难的问题，全区逐年加

大青年教师公寓投用力度，奖励人

才住房，现已投用青年教师公寓超

过250套，奖励人才住房40余套。

2023年，该区还计划新增青年教师

公寓300套。

各项教师暖心活动也在瓯海

区持续开展，教师暖心礼包日益丰

富。2022年，瓯海区启动“幸福汇”

教师身心健康服务系列活动，通过

线上线下联动形式，面向全区教师

提供中医诊疗、减压团建、生活美

学、健身瑜伽、家庭活动等服务。

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教师暖心服

务活动100余场，服务教师超1万

人次。

据悉，瓯海区未来将进一步

建立健全教师关爱机制，建设线

上线下教师服务中心，让教师吃

得安心、住得舒心、行得暖心、过

得宽心，继续全方位加码教师优

待力度。

温州瓯海区加大力度优待教师

本报讯（通讯员 王杭晨）“以

前去老年大学要坐将近1小时的公

交车，现在走路只要10分钟，真是

太方便了。”日前，温州老干部大学

学员叶美娟兴奋地说。

近日，省委老干部局、省教育厅

和省老龄办联合出台《关于高质量

推进老有所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实

现乡镇（街道）老年学校全覆盖，

35%以上行政村（社区）建有老年学

堂，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

口达到25%以上。

为高质量推进老年教育，目前

全省各地正在进行老年教育资源整

合。温州老干部大学相关负责人介

绍，原先学员只能在退休单位所在

区域就读，如今鹿城区、龙湾区、瓯

海区实现老年教育资源共享，三区

退休人员可就近学习，体验更多优

质课程。

今年8月，浙江召开全省老年

教育资源整合试点工作推进会。绍

兴市柯桥区作为试点，构建“区—镇

街—村（社区）”三级联动的普惠性、

下沉式“家门口老年大学”教育版

图，打造“老年教育半小时学习圈”，

创办区级老年大学1所、校区1个，

镇街级老年大学分校16所，村（社

区）老年大学教学点341个，每年吸

纳近2万名老年人入学，让有需求

的老年群体“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以绍兴市柯桥区为示

范带动，全省各地积极整合资源，老

年教育联盟遍地开花，正逐步实现

从一所老年大学到老年教育版图的

全域覆盖。

多元化办学是破解老年教育发

展瓶颈的关键所在。作为山区26

县之一，缙云县结合自身特点，积极

探索“互联网+”新型教学方式，为老

年人量身定制“云课堂”，满足不同

层次学员学习需求。《实施意见》提

出，我省将加强老年教育优质课程

开发建设，重点面向山区26县和海

岛县提供线上老年教育直播课，到

2025年，遴选出100门老年教育特

色课程。

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
浙江全力推进老年学校乡镇（街道）全覆盖

浙江
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郑 斌）近日，我省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对进一步发挥我省各级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和“五老”作用，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作出具体

部署。

聚焦坚持立德树人、铸魂育才，支持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成才，《实施意见》提出将实施“五大工程”：实施“红船领航”工

程，开展浙江革命精神谱系传承教育，推动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程，用身边的榜

样感染青少年、激励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实施青少年

法治宣传教育工程，深化“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活动，引导青少

年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施“浙里关爱”工程，深化“十

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为困难青少年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实施协同育人工程，构建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教

育培养体系，教育青少年在家做个好孩子、在学校做个好学生、

在社会做个好公民。

《实施意见》还提出，要着力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强关工委网

络阵地建设，形成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浙里关心下一代”多跨

场景应用；着力提升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建设，创新多样性教育

实践载体，提高基地利用率、青少年参与度、育人有效性；着力深

化调查研究，培育形成一批青少年喜闻乐见、富有时代特色、体

现实践要求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品牌等。

中国美院与杭州萧山区
共建国学院

本报讯（通讯员 刘 杨）日前，中国美术学院与杭州市萧山

区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建中国美术学院国学院（湘湖校区）。

中国美院国学院将以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主，以开放的

教学理念建设，依托中国画、书法等顶尖专业，整体布局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续中国艺术古典脉络的“四院三馆四中心”

建设构架，引领中国书画创新发展、汇聚全球顶尖人文艺术学

者、拓新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介绍，国学院将创设中国书画“长时

段、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以“诗、书、画、印”四大传习所，

重建博通经史、“诗书画印”兼备的“通人”之学；在湘湖，将全

面展开“中华文明基因工程”，创设汉字、山水、器道、造园四大

研究中心，设立世界艺术史研究中心；在湘湖设立中国历代书

画珍品馆，打造一个艺术展示、现场临摹、古物修复的开放空

间；以湘湖优美的自然景观为基底，中国美院与萧山区共同建

造面向全社会开放的湘湖博物苑。

宁波举办教育成果展

本报讯（通讯员 张 静）由宁波市教育局主办、宁波教育

博物馆承办的“甬有善育，甬有优学”宁波教育成果展近日开幕。

此次展览主要介绍宁波2021年取得的教育改革成果，

重点展出了标志性成果5项、重大改革举措10项、惠民实事

20件、优秀案例16个。其中，标志性成果为初中强校战略的

鄞州路径、教育信息化应用全国领跑、宁波财经学院持续推

进创业教育改革获批全国首个创业管理专业、民办中小学

“党建323”质量提升工程、宁波特色的市域中职专业教学质

量保证体系。

本次展览共有74所学校参展，展示了近年来宁波市内普

高学校和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以及学生的创意作品和今年

教师节期间评选出的30位“宁波好教师”的个人事迹。“展览

期间，教博馆会邀请部分学校的校长和师生参与《教博会客

厅》栏目录制，更加立体生动地展现宁波教育的新成果。”宁

波教育博物馆负责人表示，教博馆是链接宁波教育昨天、今

天和明天的城市会客厅，今后教博馆将进一步加强与学校、

社区和社会团体等单位的联动。

10月22日是世界传统医药日。湖州市龙泉小学组织学生
走进中医馆，通过辨识中药材、动手称量捣药、体验艾灸等，感受
中医药文化魅力。

（本报通讯员 何伟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