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
能
小
看
﹃
方
便
﹄
之
事

吴
强

新民随笔

 
    年 月  日/星期日 本版编辑/刘松明 本版视觉/戚黎明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上海新闻

“姚老师，您看我的简历这一

版本修改得怎么样？”毕业季，在大

学生所住的学生社区，上海海洋大

学辅导员姚倩雅正通过一条条微

信了解学生社区里同学们的求职

动态。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最稳定的智力来源，做好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事关国家发展、民生福

祉和大局稳定。上海海洋大学把党

支部建在宿舍里，“学生社区特设党

支部”挖掘“一站式”学生服务社区

党建引领元素，进一步推动学生党

建与思政工作高质量融合发展。

在党建活动室
总能收获满满

“办起活动来有声有色，分享就

业信息也是一人知，全寝室知。我

们第七小区可团结了！”说起第七小

区的同学们，姚倩雅总是赞不绝口。

作为上海海洋大学学生社区特

设党支部书记，姚倩雅用心守护着

这个小区里的988位同学。在特设

党支部成员们的策划组织下，大家

定期邀请关工委老同志前来与青年

学子面对面，开展了“弘扬正能量家

风”等学习活动……

这个特设党支部的党建活动室

就位于该校第七小区门厅里，在这

儿，同学们总能收获满满。毕业季到

了，考虑到部分同学有备考或线上面

试的需求，党建活动室每天安排党

支部成员值班。而且，活动室内还

备有一套西服，方便有面试需要的

学子。姚倩雅还组织起“求职姐妹

团”，鼓励大家分享就业信息、相互

修改简历，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

特设党支部
起引领作用

“有了老师和同学陪伴，我最深

的感受是‘求职之路不孤单’。”回忆

起姚倩雅风雨无阻骑着电动车来到

党建活动室为其辅导简历、准备面

试，毕业学子心里满是感动。

“从鼓励大家在校期间一起组

织活动，到毕业时‘组团找工作’，同

学们充分感受到朋辈之间关怀的力

量。”姚倩雅希望这样互帮互助、共

同成长的情谊能在第七小区一年一

年地传承下去。

前几天，学生社区特设党支部

又忙碌了起来，第七小区的毕业生

和在校的学妹们自己动手，一起

种下毕业花。“我们一致通过，选择

种下绣球花苗。”姚倩雅告诉记者，绣

球花花瓣往四周散开，正如第七小区

的毕业生即将奔赴祖国各地；而绣球

花的花语是团圆美满，正如这里的姑

娘们一般，在大学度过美好团结的四

年时光，也将在各行各业继续贡献青

春力量。

“我们将全力推进党建和思政

工作深入学生社区建设，全方位浸

润学生心灵，源源不断地将育人力

量和资源下沉到学生社区。”上海海

洋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宋敏娟

表示。

本报记者 郜阳

喜欢与人接触交流、传递温暖快乐

的李弘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熟悉的法律

专业，投身公共就业服务领域。简单的

初衷让她在这个领域一做就是16年。

工作中，每一名来访者的诉求千差

万别，还有很多“疑难杂症”。第一次见

到咨询者小伟时，他跟在父亲身后，听

着父亲数落。“38岁的人现在工作找不

到，到现在女朋友也没有，你说你这辈

子还有什么希望？”李弘当时意识到，得

不到家庭鼓励和支持的求职者，只会更

加沮丧不自信。第一步，李弘选择与小

伟的父亲交流，希望从家庭层面给儿子

更多支持。接着再指导小伟有效搜索

岗位，小伟很快收到了某信息系统公司

安全员岗位的面试通知，但由于没有相

关工作经验，初面效果不佳。经李弘积

极与企业沟通，给予小伟二次面试机

会，并指导小伟做足功课。最终，小伟

顺利通过面试，被企业录用。

李弘知道，光有“热情”不够，专业

知识和实践经验兼备才是做好工作的

关键。李弘参加了职业指导师培训并

考取了国家二级职业指导师资格证书，

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职业指导师。

近年来，来找李弘的人越来越多，于

是李弘提出打造职业指导团队的想法。

她结合十余年的职业指导经验，制定了

宝山区星级职业指导队伍建设方案。

2021年，宝山区星级职业指导师团

队成立。她将实践经验和指导技术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扎根于基层的数十名星级

职业指导师。通过推进基层就业服务站

点建设，织密基层服务网络，让更多的求

职群体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就业服务。

记者从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了解

到，星级指导师队伍成立首年就开展职

业指导1601人次，其中专门指导290人

次，过半成功就业。李弘也在这个过程

中从一名专业的首席职业指导师蜕变

成星级职业指导师团队的首席带教官。

新形势下，李弘发现更多的年轻求

职者不再满足于“实现就业”，而是追求

“高质量就业”，李弘和她的团队主动靠

近年轻人，与宝山区域内五所高校、三所

中职院校联系，自主开发20余个职业指

导课件，并带领团队每年巡回授课。

而在社区这个公共就业服务的“传

统阵地”中，李弘不断优化职业指导方

式，带领星级职业指导师团队运用“人

职匹配”理论，创新服务方式方法，并依

托“宝就业”线上平台，推动职业指导与

岗位推荐服务有机融合，将服务范围扩

大到全区各街镇。今年，为进一步延伸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触角，李弘和她的团

队被纳入社区治理学院“师资库”，这一

次，她的课件从学校来到居村，成为基

层条线队伍赋能成长的“营养”。

如今，每当收到求职者的一条喜

讯、一封表扬信和一面锦旗时，李弘还

是难掩心中的激动。“来自群众的认可

才是我做好这份工作最大的动力。”李

弘腼腆地笑道。 本报记者 郭剑烽

一时半会少吃少喝，甚至

不吃不喝，能忍；立时三刻要

“方便”，不管大小，都很难

忍。本报“问‘题’于民”征集

到上百件相关问题反映，可见问题不少、问题也不小。

对“方便”之事，无非两个要求：一个是方便，

一个是清洁。方便是基础，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既包括实际的绝对有没有，也包括指示是否清晰

带来的相对有没有。绝对没有，固然不能无中生

有；有，但是藏在深闺人不识，约等于没有。不管

是绝对还是相对，只要没有，要么憋坏人，要么污

染地方——迫不得已，只能行不文明之事。你不

考虑别人方便，别人无奈之下就只能让你不方便。

方便之外是清洁，清洁是提升。有地方“方便”，

谢天谢地，已经很好了，但，总还有一些希望，最好还

能够有地方下脚，最好能够没有刺鼻的气味、没有扎

眼的情景。固然不需要让人流连忘返，那就过了，毕

竟只是行方便之事的地方，但最好不要让人恨不得抬

脚就走、夺门而出。本来“方便”这件事，是解压的、是

轻松的、是舒缓的，别弄得反而让人适得其反。

不能小看“方便”之事，因为人人都可能会碰

到，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计算精准，在合适的地

方、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但又往往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在规划之初、建造之时、运营之中，

把这件事情和门面一样重要来考虑——不管是哪

里，门面总是需要的吧？那么，不管哪里，足够方

便，然后在足够方便之外，又足够清洁的处所，也

同样需要。问题，一定要提到这样的高度。

媒体集中报道了“方便”之事，希望引起全社

会重视；媒体又不能天天报道“方便”之事，毕竟还有其他无

数事情值得关注。报道的，毕竟只是少数，或许很快就能得

到解决；没有报道的，肯定是大多数，能不能主动来个自查、

谋求解决之道呢？

这件事情不容易的，毕竟不能马上兑换成业绩数据或

者营业额的上升，毕竟牵涉到空间场所的腾挪、基础设施的

打理，认识、决心、智慧，缺一不可。相信我们的城市管理

者、运行者、参与者，会找到圆满的解决之道。

学舞的男孩阳刚之气不

足？有了国风“加持”，他们举手

投足孔武有力！端午节期间，上

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手拉手艺

术团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星舞

台”举办了一场“国风舞韵”美育

传播展示活动，展示出中国少年

的精气神。

这一展示活动是面向全市

少年儿童打造的公益品牌项

目。活动以“国风”为主题，以

“满庭芳”为基调，围绕“风、雅、

颂、韵”四个篇章，呈现出34个

精彩的舞蹈作品，共有593名艺

术团学员参加。

本报记者 陶磊 陆梓华 摄影报道

新征程 新奋斗

上海海洋大学把党支部建在宿舍里

挖掘“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建元素

愿做职海灯塔，为你引航指路
——宝山区首席职业指导师李弘的故事

看，少年“国风”舞者多帅多美！

“我孩子裸辞考研失败了，
一年职业空窗期后，他完全丧
失了找工作的信心，该怎么
办？”90后小郭的母亲着急地找
到宝山区首席职业指导师李弘
寻求指导帮助。在对小郭一对
一指导中，李弘了解到他求职
退缩的原因。经过多次交心聊
天和探讨，小郭逐渐找回信心，
最终成功面试入职心仪的企
业。从业16年，李弘帮助过数
千位像小郭一样在职业路上迷
茫无措的求职者。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 李弘（右）在做职业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