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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指导需从“短途”变“长效”
马睿姗

民生新事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高温天气。高温炙热下，各
行各业的户外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烈日下的汗水保障了民众
生活的正常运转。如何做好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关心
关爱户外劳动者，及时送去阵阵“清凉”，有关部门要在政策制
定上下功夫，还要做好监督管理和宣传引导，来守护高温下的
坚守。

从各地加强高温劳动保护工作的防暑降温政策来看，当地
有关部门已在通过实实在在的高温津贴和灵活贴心的管理办
法，把对户外劳动者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调整高温津贴标
准，并明确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实物方式代替；按照日最高
气温，灵活设置户外露天作业工作时长；科学确定劳动强度，
全面改善劳动条件；要求相关单位为职工提供必要等个体防护
用品和高温作业休息场所……这些举措充分考虑了高温天气下
工作的各种场景和劳动者所需，有利于保障一线户外劳动者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要制定好政策，更要执行好政策，需要就相关防暑降温政
策的落实情况加强监督。以高温津贴为例，有关部门应增强企
业法治思维和合规意识，加大检查巡查频次，确保用人单位及
时足额地把符合政策的津贴发放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手中。同
时，还应对劳动者做好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工作，提供有效的
法律指导，让他们及时了解自己合法权益，防止本应享受的

“高温关怀”被“打折扣”。
高温下的坚守十分可贵，全社会都应该给予高温工作者

更多的关心和关注。有关部门应以人为本，做好政策制定和
落实，确保关爱“清风”能够真正拂面，为劳动者带来无限
凉爽。

【事件】
为加强高温作业及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有效

防范职业性中暑事件的发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疾控局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 2023年用人单位防暑降温
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有关方面要主动与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
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门及工会组织加强沟通协调，密
切协作配合，协同加强建筑施工、冶金、铸造、运输

（露天装卸）、环卫、快递等行业领域以及炉前工、露
天装卸人员、环卫作业人员、快递员等岗位和人群的
防暑降温工作，提高工作主动性。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强调，各级工会要
通过向夏季露天作业的物流、电力、建筑、环卫等行
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送清凉
物资、送政策宣传、送健康培训、送健康体检、送法
律维权等方式，积极开展“送清凉”等活动。积极拓
展“司机之家”、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会帮扶 （服
务） 中心等服务设施功能，重点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解决实际问题，为高温天气户外作业职工避暑休息
提供便利。

各地也纷纷行动起来。北京市近日启动夏季防暑
降温专项监督检查，督促用人单位认真落实各项防暑
降温措施，预防高温中暑职业健康事件发生；湖南省
加强夏季高温劳动保护，高温补贴调至每月300元；河
南多地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
物品，并调整户外作业时间，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
天津电力部门采取错峰作业方式，减少露天作业时
长，防止作业人员出现中暑等不适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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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守 护 高 温 下 的 坚 守
丁美栋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田间地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田间田间地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地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彭训文 张嘉幸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 1158 万
人。5 月至 8 月，教育部开展 2023 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各地高校多措并举，出
台各有侧重的就业指导政策，为毕业生求职之路
保驾护航。

各高校作为培育人才的摇篮，是做好2023届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抓手，对于稳定就业大局
至关重要。长远来看，各高校唯有以服务学生意
识为本，摒弃急功近利的“短途培训”观念，形
成专业化、精准化、长效化的就业指导工作机
制，进一步提升就业指导的质量和实效，才能让
毕业生在求职赛道上用“数年长跑”蓄积的耐
力，跑出“短跑冲刺”的速度。

各高校需要高效洞悉供需需求，化解就业结构
性矛盾。就业结构性矛盾，是指人力资源供给与岗

位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出现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
之一是高校教育体系尚未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紧密结
合，导致毕业生的实操技能水平和岗位需求匹配之
间出现较大的矛盾。因此，高校需要充当“牵线
桥”的角色，主动对接校企供需，消弭双方间的信
息壁垒。

各高校还应细化就业帮扶，富有针对性地为
学生定制求职锦囊。目前，不少高校的就业指导
还存在着“样本化”讲授的问题，殊不知每个学
生的性格特征、专业特长、求职技能、求职目标
都不同，不精准的指导便丧失了存在意义。对于
求职技巧不成熟、求职目标不清晰的重点群体，
高校需要本着服务学生的宗旨，定期摸底、及时
跟进最新就业情况，建立台账式的管理模式。用
精准化的就业帮扶机制，让就业指导的成效真正

落到实处。
就业指导不应作为毕业年级的专属课程，而是

要将高质量的就业教育嵌入日常教学体系，变为学
生几年专业学习的常设课程，注重职业理想层面的
价值引领。拉长就业指导课程的战线，也是拉长学
生的成长赛道。

未来，各高校需要从调研企业需求、开拓就
业渠道、组织实习培训、帮扶困难群体等系列节
点共同发力，让可持续化发展的促就业工作机制
惠及更多青年学子，为我国稳就业、安民生、强
经济的发展大局注入动能。

给农作物“把脉开方”给农作物“把脉开方”
对话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问：请介绍一下日常工作。
答：作为一名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我的主要工

作是通过分析农民的需求，给农作物“把脉开方”，
并提供一些数字化解决方案，包括土地管理、病虫
害防治、农作物智能化管理等。例如在水稻种植
中，我会根据土壤质量、气候环境等因素，为农
民提供精准的种植方案，包括种植时间、施肥
量、田间管理等；还会为农民提供一些数字化管
理工具，比如通过智能手机了解农作物生长环
境、土壤等参数，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土地、农
作物和农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问：在工作中，您的最大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答：最大的困难是农民对于数字化技术的

疑虑以及如何让农民顺利应用这些技术。早
期，农民因为不了解，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不
高，随着我们培训的深入、示范推广和在田间
地头的指导，农民逐渐都认可了。

问：有何收获？
答：我的收获满满。首先可以将自己的专

业知识应用到实际生产中，为农民服务，这让
我感到非常有价值。其次，这个工作让我更加
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更深入地了解农民
的需求和问题。例如，农业数字化技术可以将
数据科学、物联网技术、遥感技术和农业生产
相结合，帮助农民更精准地管理农作物。我们
用无人机巡查田块，能及时掌握病虫害状况，

根据天气预报调整农作物生长环境，运用各种
传感器与仪器收集关于水、肥、气候等方面的
数据，为农民提供定制化种植。这个过程中，
我也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能力。

问：怎么看待这个职业？
答：运用农业数字化技术，能帮助农民提

高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我们与农民建立了信
任关系，成为他们可以信赖的农技顾问。我们
不仅推广了农业科技，还积极传播现代农业理
念。这份工作让我更加了解农业科技的发展趋
势和前景，更加有信心地投身于我国农业科技
发展事业，为乡村振兴服务。

（张嘉幸、彭训文采访整理）

盛夏时节农事忙。在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吉田
村的农场里，却看不到农民忙碌的身影，只能见到
几台无人机在稻田里进行喷洒作业。不远处，1998
年出生的佛山市中科农业机器人与智慧农业创新研
究院工程师陈观海，正在观察设备运行情况。通过
采用5G和北斗卫星导航技术，这个农场实现了水稻
耕、种、管、收全流程无人化操作；农场内的中控
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无人化设备的使用情况和土壤各
种指标，实现“智慧种田”。

陈观海是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之一。在他看来，
这一职业的重要职责，是帮助农民从依靠传统的经
验种植转变为依靠数据去种植，通过科技进步促进
中国实现农业强国。

无人农机能“听懂”他的命令

“现在水稻临近成熟，三分种七分管，所以我的
办公室基本是在田间地头。”这些日子，陈观海每天的
主要工作是在农场里操作无人农机，实现田间管理。

无人农机为何能“听懂”陈观海的命令？这源
于农机搭载了基于北斗的无人驾驶导航系统，无人
农机设备通过对稻田打点定位，规划最优耕作路
径，自主完成旋耕、平地、播种、增硒、施肥、收
割、运输等作业。

吉田村的农场，是该系统落地推广的项目之一。
但是，最初的推广过程并不顺利。“我们前期一周基本
去4到5天，6点左右出门，一般晚上9点回来。”回忆
起最初推广的那段时光，陈观海感叹像创业一样，“一
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成本，村民觉得花这么多金钱和时
间来做这件事没有必要。”陈观海和团队多次给村民开
培训会，讲解、演示数字农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起到
的作用。经过培训，村民的思想有了转变。

2021 年 2 月，位于吉田村的无人水稻农场建起
来了。“第一次耕种的时候，村干部、村民都跑来
看，大家都好奇，以前农民都是人工插秧或者抛
秧，无人农机旱地播种水稻能不能成功？”陈观海
说，原本一亩需要好几个农民干的活，机器10多分
钟就播种完了，“由于天气炎热，人工一般1到2个
小时要去休息，不然会中暑；机器就不用休息。”

水稻种下了，一些村民经常往农场跑，看着稻
苗在无人机、喷雾机等无人农机管护下越长越壮

实，村民的疑虑逐渐被打消。
为了全面掌握水稻生长情况，中科农业机器人

与智慧农业创新研究院团队开发了数据采集模块，
从各个监测设备中提取田间温度、湿度、气压、光
照、降雨、风速、风向及土壤温湿度、氮钾磷、酸
碱含量等参数，利用信息化系统对农场进行管理。

“有一次我们发现一块田的氮元素含量过低，水
稻叶尖端出现黄化现象，就追加了施肥。我们当时
疑惑，这块田此前的施肥量跟旁边的用量一致，为
什么水稻长势不好呢？经过跟农民沟通才发现，当
初对这块田刚施完肥就碰上大雨天气，雨水冲刷导
致肥料流失过大，相当于做了无用功。”陈观海说。

在陈观海和同事的管护下，5 个月后，农场早
稻收割。村里人都来围观，只见收割机、收获车、
运粮车齐上阵，8 分钟就割完一亩水稻。最后一算
账，亩产比传统耕作增产100多公斤，成本减少300
元。由于在水稻生长时对其叶面进行了增硒，稻米
品质上佳，价格也提高不少。

无人农场竟能增产又增收，村民们信服了，后
来都希望自家田地也可以进行数字化管理，有效减
少了村里田地撂荒、弃耕地现象。陈观海还教会了
村民操作无人农机，很多年轻村民建立起服务队，
开始用农机为周边农户服务。

从工业机器人“跨界”农业数字化

从小喜欢机器人的陈观海，一开始并没想到自
己会成为一名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2016 年，陈观海从老家茂名来到佛山上大学，
选择的专业是工业机器人技术。大学毕业后，他进
入广东若铂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工作。几年前，该
公司与华南农业大学等单位联合成立佛山市中科农
业机器人与智慧农业创新研究院，致力于发展智慧
农业，他也开始从工业“跨界”到农业。

“智慧农业的底层逻辑与工业化的很多方面有共
通之处。”陈观海说，二者都依靠智能化和数字化。
工业化通过自动化系统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农业
数字化借助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实现农业生产
的智能化，提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工业
化通过数据系统实现数据采集、过程监测和在线管
理；农业数字化通过搭建物联网进行数据采集和分
析，帮助农民做出更加准确和科学的决策。

吉田村的农场兼具数字应用、推广、示范作用，
很多新技术新设备在这里落地。园区内设立了圣女果
机器人采摘示范区，利用机器人多传感器融合技术，
对圣女果进行信息获取、成熟度判别和采摘，具有自
主规划采摘路径、自动寻路、自主避障等功能。“我
们在不断完善机器人系统的技术参数，让农民更加
便捷地使用它们。”陈观海说。

让更多农民享受农业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无人农场已经是吉田村的一张名片了！”成为农
业数字化技术员两年来，陈观海亲眼见证着智慧农业
带给吉田村的改变：以前这是个荒芜的小山村，后来
农场入选了广东省第七批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名单，如
今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吸引了很多企业入驻，村里
为此建了农展馆、民宿，发展观光旅游。“现在很多
年轻人回来就业创业，村里活力增加了不少。”

陈观海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前景
广阔。“以前农民种地靠经验，今后要靠数据了。”
陈观海说，未来的农业主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结
合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通过收集、分析、利用和共
享大量数据资源，实现农业生产全流程数字化、自
动化和智能化管理，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降低生
产成本、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由于
农业作业环境复杂多变，数字化技术需要具备高强
度的适应性，还要能够和其他农业设施、设备进行
无缝连接和协同操作。普通农民对于高成本的设施
设备投入难以承受，因此成本问题是一大挑战。

从海外经验看，荷兰、以色列、日本等国家在
20世纪开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随着信息工程等科
学技术迅速发展，一些海外国家的农业科技已经由
自动化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我们国家的政策大力支
持农业走现代化道路，随着未来农业数字设备需求
量增加，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陈观海说。

“对一名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来说，未来的要求也
会更高。”陈观海说，海外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员需要熟
悉农作物生长的特点，了解应用物联网、大数据分析
技术，为农业种植提供更加智能化控制的解决方案。

“中国农业种植历史悠久，我将继续深入了解不
同农作物的种植管理流程，与农民多沟通，并将这
些传统种植经验和数字化技术结合起来，让更多农
民享受农业数字化带来的便利。”陈观海说。

开栏的话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

驶员……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相关新型产业繁荣，

多种多样的新职业出现。新职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

是什么？他们在哪些领域大展身手？相关从业人员

如何走上成才之路？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解读

多种新职业，讲述新职业工作者的故事。

陈观海 （左） 和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邹湘军在田间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对话人物：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农业农村局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燕勇飞）

近日，山东省滕州市志愿者协会举办“送清凉”慰问活动，关心关
爱户外劳动者。图为志愿者在滕州市弘道公园为环卫工人赠送西瓜。

李志军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