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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教育时评R■■深聚焦深聚焦··关注高校毕业生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就业R

7 月，校园绿荫格外浓郁，又是

一年毕业季，生逢其时的新时代青

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

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从五湖四海

来，又到天南地北去，新时代青年把

个人“小目标”融入党和国家的“大

蓝图”，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

寄望青年，亦是寄望未来。与

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强调“青年一

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给毕业生回信，勉

励同学们“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

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

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

人民多作贡献”；在高校考察，深情

嘱托同学们“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

奔跑，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

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关心关爱青年成长，谆谆话

语、殷殷嘱托指引青年勇担重任，

驰而不息。

百 舸 争 流 ，奋 楫 者 先 ；千 帆 竞

发，勇进者胜。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广大青年是见证者，更是参

与者，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越近，越是不能懈怠，越要加

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乘风破

浪、踔厉奋发。牢记党的教诲，立志

民族复兴，青年要做理想远大、信

念坚定的模范，做刻苦学习、锐意

创新的模范，做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的模范，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的模范，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

模范，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写下青春注脚，在矢志奋斗中谱写

时代之歌。

“人生最浪漫的事莫过于：祖国

召唤时，我们正青春。”到祖国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青春该有的

模样。在广袤乡村“自讨苦吃”，努

力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在风雪边关枕戈待旦，让五星红旗

高高飘扬；在科技前沿创新竞进，助

力“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

在三尺讲台默默坚守，一支粉笔书

写芳华。我们欣喜地看到，民族复

兴的接力棒传到当下，新时代青年在基层一线磨砺成长，奔

赴山河发光发热，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当攻坚克难的奋斗

者，让青春的光谱广阔绚烂。

为青年人搭台，为奋斗者铺路，青春力量更加澎湃。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全面落

实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改派手续要求，加强毕业生档案

转递接收；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充分发动

校友资源，召开专场招聘会，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重庆

市分片区建立高校服务站，选派专人驻站，提升就业指导

服务；陕西省“三支一扶”招募人数逐年增多，带动更多高

校毕业生服务基层。各地各方结合工作实际，创新思路

举措，护航毕业生走好求职路、走稳就业路，为青年驰骋

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

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

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惜别校园，迈向崭新天地，有

人如迎春花装点春日，有人如月朵暮开无绝艳。蔓蔓日茂，

早开者荣，晚开者亦荣，唯有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

气，鼓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劲头，主动把一件件小事做

好，终能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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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高校要从教育的根本问题出

发，加快构建高质量育人体系，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坚持德育为先，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高校

必须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牢牢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要构建大思政工

作格局，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要坚持党建统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育人体系建设，

促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办学

的全过程、全方位。

坚持科教融合，构建多学科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

系，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要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进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深化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构建

适应科技发展趋势、满足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学科

专业体系，建立高质量人才培养新结构。要开展学科、学位点、

专业一体化和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体系，促进学科优势向育人优势转化，建立高质量人才培养新

模式。同时，要建立多学科融合的育人平台和机制，强化学科交

叉育人、实践育人，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新方案。

坚持协同育人，构建社会力量和高校协同的融合育人联合

体。应加强协同育人，引入企业、科研院所等的优质资源，以产

教融合、科教融合促进学科融合，推动个性化、差异化的人才培

养，提高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例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与

相关企业共建“石大山能新能源学院”，组建校企深度融合、多学

科交叉的科技创新团队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团队，围绕碳达峰碳

中和培养急需人才。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高校要把发展科技第一

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报

记者吴月整理）

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郝 芳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图①：在浙江省龙游中学实习时，马依情陪学生上自习课。 受访者供图

图②：吴华佐（右一）在部队进行训练。 欧超国摄

图③：魏红玉（右一）向游客们介绍“太阳花”手工艺品。 艾吉玛摄

图④：卢琬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实训楼做实验。 赵崇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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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有很多色彩，但让我念念不忘的，

还是那抹军绿色。”大学毕业，再次站在人生

的十字路口，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本科毕

业生吴华佐还是选择回到军营，淬炼青春。

大一时，吴华佐主动报名参军入伍。经

过考核，他穿上了向往已久的军装。“成为一

名军人，是我从小的梦想。每当看到军人挺

拔的身姿、听闻他们的先进事迹，我都会由衷

地感到钦佩与敬爱。”吴华佐说。

当兵有甜也有苦。第一次入伍，吴华佐

在广东。“外训场地烈日炎炎，训练期间，身

上 全 是 痱 子 ，每 出 一 滴 汗 ，都 让 人 难 以 忍

受。”他回忆道。但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磨

炼坚强的意志品格，在吴华佐的日记里，有

这样的文字：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克服不

了的困难，把每一次磨炼都当做机遇，方能

百炼成钢。

两年后，吴华佐退伍返校，继续学业。回

到学校的他不忘军人本色，积极投入征兵宣

传、入伍政策讲解、组建国旗护卫队、筹建橄

榄绿军事爱好者协会等工作中去。

作为珠海校区国旗护卫队的教官，吴华

佐很是自豪。“我们组建了一支 30 多人的队

伍，每周进行 3 天左右的训练。怎样站立、踢

正步、展旗、收旗，每一个动作都不能有丝毫

懈怠。”他说，“当我们的国旗护卫队第一次参

与学校大型活动，并且圆满完成升旗任务时，

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光荣。”

回到学校，部队的号角声仍时常萦绕在

吴华佐心头。今年上半年，他再次应征、重回

军营，来到驻蓉某综合训练基地。有人不解，

当兵那么苦，为什么还要去？吴华佐的回答

十分坚定：“为了祖国的和平安定，为了人民

的幸福安康。”

如今，吴华佐已投入新的训练当中。他

始终以一个老兵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仅在训

练场上干劲十足，还主动担任队列和体能小

教官，为战友们讲解示范动作要领。“二次入

伍，又是一趟新的旅程。”吴华佐说，“我希望

能用自己的忠诚、担当与奉献，为实现强国梦

强军梦贡献自己的力量，让青春在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闪光。” （时磊参与采写）

遵义医科大学毕业生吴华佐—

参军入伍 淬炼青春
本报记者 丁雅诵

面对激烈的竞争，能否找到心仪的工

作？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卢琬的

回答十分肯定：“经过学校几年的培养，我

不仅找到了一份喜爱的工作，也坚定了技

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决心。”

炎炎夏日，广东立德胶业精密组件有

限公司车间里，穿着无尘服的卢琬正仔细

查看模具试模情况，与技术员交流项目细

节。工艺参数如何设定？模具是否需要调

整？ 22 岁的她是所在工程组里最年轻的

成员，谈起技术却很有底气。

成为一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一直是

卢琬的心愿。“大一刚入学，班主任向同学

们介绍了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专业老师们

的研究方向。一下课，我就冲到讲台前毛

遂自荐，‘老师，我想参加科研项目！’”卢琬

笑着回忆。抱着多学知识的想法，她加入

了专业老师的课题组，围绕可降解包装材

料的科研项目阅读了大量文献。

如何在实践中运用所学、提高技能？

学校的第四实训楼见证了卢琬流下的汗

水 。“大 二 整 个 暑 假 ，我 都‘ 泡 ’在 实 训 楼

里。”卢琬介绍，为研发出理想的生物可降

解薄膜，她与团队同学们利用所学知识制

备双向拉伸膜，再进行性能测试、数据分

析，而后进一步调整加工工艺参数。

经过一次次产品制备、工艺优化，最

终，在老师指导下，卢琬和团队的同学们研

发出具有耐高温等性能的生物可降解包装

薄膜。

今 年 3 月 ，卢 琬 和 同 学 们 获 得 了“ 挑

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银奖。就

在那时，她也顺利接到心仪工作的邀约。

“学校注重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大学里

接触科研、创新创业的经历，为我求职打

下良好的基础。未来，我希望在工作中脚

踏实地，充分发挥所学，成为一名技术骨

干。”卢琬说。

前不久，卢琬回学校领取毕业证书。回

望实训楼，大学时为梦想拼搏的经历浮上心

头：“一天深夜，我最后一个离开实训楼。看

到我，学院老师说了 4个字：未来可期。”

“那时的我还有些懵懂。”卢琬说，“现

在我懂得，作为一名高职院校的学生，有

宏大的志向，有过硬的本领，就有可期的

未来。”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卢琬—

练好本领 技能成才
本报记者 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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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毕业季，站在人生的重要路

口，使命、责任、梦想，这些人生的关键词对

于广大高校毕业生来说，愈发真切而厚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到基层和人民中

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

写别样精彩的人生。”“从实际出发选择职

业和工作岗位，热爱劳动，脚踏实地，在实

践中一步步成长起来。”

广大 2023 届高校毕业生矢志奋斗，主

动将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他们中，有人步入军营勇担使命，有人扎根

海岛教书育人，有人锤炼过硬本领技能报

国。本期教育版，我们记录其中几人的故

事，展现新时代大学生脚踏实地、拼搏奋斗

的青春风貌。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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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一 个 多 月 ，马 依 情 就 要 去 浙 江 舟

山 岱 山 县 教 育 局 报 到 ，成 为 海 岛 上 的 一 名

乡 镇 信 息 技 术 教 师 。 这 几 天 ，她 从 学 校 辗

转两趟火车，花了 10 多个小时回到老家重

庆石柱县的一个偏远山村，“父亲身体不好，

我回家看看，也打算提前备课磨课，做好从

教前的准备。”

22 岁的马依情，是浙江师范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 2023 届的毕业生，教师是她

很早就喜爱并确认的职业方向。“小时候家乡

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但我遇到了许多好老

师。当时，县里小学教师大部分是中学或中

专学历，我的语文老师本科毕业却选择扎根

山乡。初中物理老师也是知名大学毕业，同

样选择来到山区从教。”

一 段 实 习 经 历 更 坚 定 了 她 从 教 的 决

心 。“ 去 年 ，我 到 衢 州 龙 游 县 的 一 所 中 学 实

习。那里属于浙江山区，孩子们非常朴实，

非常渴望知识、渴望到大山之外去看看。每

每看到他们求知的眼神，我都会觉得自己的

工作很有意义。”马依情说。

为什么志在基层？为什么去条件相对艰

苦的地方从教？谈及自己的就业选择，马依

情很坚定：“小时候，我接触不到计算机。直

到 初 中 毕 业 那 年 ，学 校 才 刚 刚 完 善 机 房 建

设。我想通过自身所学，为海岛的孩子讲授

信息技术这门课，让他们了解计算机科学知

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在招聘会上，马依情带着简历走向岱山

县的展台。“找工作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

人生选择，扎根海岛做一名乡镇教师，这就是

我的无悔选择。”马依情说。

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辅导员杨东

介绍，近年来，他们积极引导毕业生到基层一

线就业，特别是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等重点群体

毕业生，开展了“宏志助航”就业帮扶计划。“马

依情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了解到她的自身实

际，组织了针对性的培训，既提高她的求职能

力，也帮助她实现职业梦想。”杨东说。

前不久，马依情到岱山海岛上骑行，提前

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这里生活条件比预想中

要好，基础设施建设很好，硬化道路、居民健身

器械等都是崭新的。”对于未来，她憧憬满满。

教育报国守初心，不辞长作海岛人。从

山城到海岛，虽相隔千里，但对三尺讲台的赤

忱和热爱，将如一盏明灯点亮马依情的人生

长路，始终激励她在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中

深耕细作、发光发热。

浙江师范大学毕业生马依情—

奔赴海岛 教书育人
本报记者 黄 超

“将皮毛和彩石一环一环缝制在一起，这

就是我们鄂温克族文化中寓意着幸福吉祥的

手工艺品——‘太阳花’。”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3 届毕业生魏红玉向游客们讲述着“太阳

花”这项非遗手工艺品背后的故事。

生长在呼伦贝尔草原的魏红玉，仍然记

着小时候妈妈和姥姥手把手教自己缝制“太

阳花”的场景。2018 年，初入大学的魏红玉在

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太阳花”手工艺制作面临

的困境：传承人老龄化、技艺培训难、产品缺

乏创新和推广平台……“作为一名热爱传统

文化的青年人，我要用自己的力量为非遗传

承做一份贡献。”魏红玉在心中暗下决心。

在 学 校 的 支 持 下 ，魏 红 玉 与 50 多 名 同

学共同组建了内蒙古民族大学匠心非遗团

队，利用假期到各地走访调研，搜集整理民

间艺人制作的“太阳花”半成品，助力产品与

市场需求更好对接。“我们在设计中加入驯

鹿、雪花等文化元素，制作出更多更富创意

的产品。同时，帮助一些手工艺人开设线上

销售渠道，为‘太阳花’手工艺品的传承、传

播创造更多可能性。”如今，在同学们的努力

下，“太阳花”逐渐成为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网

红产品。

了解到当地冬天极寒、不利劳作的情况，

魏红玉与同学们邀请到“太阳花”制作的工艺

大师在各地开展教学，帮助更多人掌握这项

技能、增加经济收入。

“起初，培训过程长、工作量大，很多人不

能沉下心来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面对

这样的困境，作为团队负责人，魏红玉积极与

农牧民沟通，向他们介绍“太阳花”手工艺制

作的发展前景。

如今，当地已有上百名妇女参与到“太阳

花”手工制作中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一

边聊着天儿，一边就把活儿干了，学到了手

艺，助力了非遗传承，还把钱挣了，多好！”66
岁的张翠英通过学习制作“太阳花”，生活发

生了变化。

几年过去了，从最开始的无人问津，到如

今有越来越多旗县主动联系魏红玉，邀请匠

心非遗团队到当地开展培训。魏红玉越发确

信，自己找到了一生的追求：“作为新时代的

年轻人，要扛起责任，让非遗文化更好地传

承。我会继续努力，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

命、奋发有为！”

内蒙古民族大学毕业生魏红玉—

自主创业 传承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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