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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校友企业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增长点

师弟师妹就业，校友来帮忙

《美学与美好生活》《大自然之

美》《ChatGPT无法讲述的中国故

事》……本周，在上海音乐学院零

陵校区，由北京大学蔡元培美育基

金发起的一次人文美育讲堂，为上

海多所高中的近百名教师带来了

一场文化盛宴。

蔡元培美育基金由北大校友、

好买财富董事长杨文斌于2022年

捐资设立，是北大首个以美育为

特色的基金项目。值得一提的

是，此番回到上海，杨文斌以南洋

模范中学1988届校友身份，在中

学母校再度设立美育基金——

“王圣民美育基金”，以推动美育

师资队伍建设。

“学好数理化等学科，当然对

我们知识的增加、逻辑的训练有帮

助，但它未必能像美育那样深刻地

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

观。”杨文斌说，两次基金的设立，

源于30多年前在中学时代上过的

一门课。1985年，南模中学在全国

首创了“美育”必修课，致力于播种

美的种子，帮助学生塑造美好的形

象。首创美育课的王圣民老师也

成为上海首位美育特级教师。杨

文斌记得，有一次，王老师带他们

去长江剧场看戏剧《等待戈多》，戏

剧中重复循环的荒诞性，让他的心

灵受到了震撼，他对戏剧影视产生

了很大兴趣，还向王老师提出了拍

摄《死亡诗社》的建议。“在王老师

的影响下，我会主动去关注一些专

业之外的东西。”杨文斌说，虽然学

的不是文科，但他在北大选修了西

方美术史、西方音乐史等课程，这

些人文知识对他接受完整的教育、

做学术研究都非常有帮助。

“在座的各位在我看来都是小

孩的样子，你们每位的发言我都记

录下来做成卡片，我没有一天不做

卡片，因为我没有一天不发现美好

的东西。”活动现场，年近八旬的王

圣民老师鹤发朱颜，优雅依旧。她

在名片背后印了这样一段话，“一

个人的漂亮是天生的，但是每一个

人有一百种方法可以使自己的形

象、气质、风度变得更加美好，美育

为你提供这一百种方法。”令她欣

慰的是，如今，美育课已在南模校

园持续开设38年，也成了学校当之

无愧的“名片”。

南模中学1999届校友范依琳，

如今传承了王老师的衣钵，成为学

校的美育教师。“我2003年回学校

的时候发现王老师还是那么美，我

想这门课的老师可能会定格在最

美的一种状态，这会是一件很幸福

的事，于是我也成为了一名美育老

师。”她回忆道，王老师的美育课有

一个专门的教室，在一幢墙上满是

爬山虎的小红楼里。每次上课，王

老师都会早早地在教室门口等待，

面带笑容地与进教室的每一位同

学问好。“王老师会在课上带我们

欣赏音乐和电影，介绍中西方的建

筑、雕塑、绘画，让我们意识到，除

了单词和公式，我们身边还有这么

多美好的事物。”范依琳说。

南模中学校长李啸瑜介绍，如

今，在南模，同学们会学习为期两

年的美育课程。高一上学期主要

学习礼仪和待人接物的相关知识；

下学期主题是戏剧，同学们可以参

与戏剧创作、编排和表演的全过

程；高二上学期，学生会通过美育

通识课，接触到舞蹈、绘画、建筑、

雕塑、动漫等各种艺术样式；下学

期的美育课侧重于个人情感和职

业生涯发展，让学生感悟生命之

美、性别之美、爱与被爱等。

“不仅是美育课，美的课堂、学

科的魅力是每一位老师需要去追

求的，教师应当潜移默化地在学生

心里播下美的种子。”李啸瑜相信，

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能发现与众

不同的自己，从而更有自信，不断

突破创新。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实习生 魏紫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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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近日，在浦东东明

路社区，上海纽约大学

教授和学生志愿者、阿

里专家、复旦导师、央视

原主持人轮番上阵，为

小 朋 友 开 设 双 语 学

堂。这样的豪华阵营，

价位肯定不菲吧？然

而，真相是——免费的。

大咖们开讲的对

象是灵岩南路商户的

“二代”，而且多数是外

来务工者 6 到   岁的

孩子，一群“飞”来上海

和父母临时团聚的“小

候鸟”。每逢暑假，到

底让不让孩子来城里，

让很多外来务工者很

纠结。不来吧，一年只

能在春节时见上几天，

孩子常年待在老家当

“留守儿童”。来吧，白

天要上班的父母很难

兼顾，可能遭遇继续“留守”。

这些年，一些社区注意到这

一情况，开设了“ .0”版爱心暑托

班，让“小候鸟”们进城后可以有

地方待一待、有机会去上海标志性

景点看一看，缓解了外来务工者孩

子托管难的问题。如今，不少“小

候鸟”们渴望能融入社区、了解父

母打拼的城市，“ .0”版的暑期学堂

应运而生。笔者了解到，东明社区

的活动，就是利用“东明街区发展

中心”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平台，引

入街区发展中心与上海纽约大学

联合创办的校社合作实践基地、

“能人”居民等资源，让“小候鸟”

们共享街区共治的红利。

让“小候鸟”们幸福栖居，受

益的不仅是他们。在这些项目

里，有的招募城市里的大学生、

高中生当志愿者，他们多数在都

市里长大，生活条件好、接触群体

相对单一，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

中，也为他们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

窗。有的“小候鸟”们有机会到父

母工作的地方看一看，甚至经过培

训后，还能为家长们贡献创意和智

慧。这种“双向奔赴”的认同感最

终会反哺到社区，让社区不只是

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更是所有

在这里打拼者共同的家园。

师弟师妹就业难，师兄师姐来

帮忙。沪上各高校组织校友企业返

校招聘，举办校友创业企业双选会，

拓展就业渠道。

复旦2020届毕业生陈明凤所

修专业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需要

从事芯片研发方面的工作，而她最

后选择的单位是上海联影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复

旦大学76级物理二系核物理专业

毕业校友薛敏博士担任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致力于自主研发、生

产覆盖影像诊断和治疗全过程的

高端医疗产品。

同陈明凤一样，复旦数学科学

学院毕业生白丹也选择了一家校友

企业——上海贝泰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应用数学专业毕业后，白丹

首先在公司电商客服部轮岗，之后

将加入会员数据部。从2014年开

始，每年校招季，贝泰妮都会来到复

旦大学举办双选会。前后共有20

余名复旦学子选择贝泰妮作为他们

职业发展的开端。

去年的秋招和今年的春招，面

对更为严峻的就业压力，校友企业

更是义不容辞回来救急。

“我是日语专业的本科生，有着

丰富的编辑、文案实习经验。今天

从闵行校区赶到普陀校区来，看

看能否找到心仪的编辑或新媒体

运营类工作。”在华东师范大学

2023年校友单位专场招聘会上，

应届毕业生李香凝带上了20份简

历。不到一小时，简历就投递了

近1/3，已有企业表达了后续面试

的意愿。

春招关键期，如何进一步助推

毕业生精准找到心仪工作？这次，

华东师范大学请来了150余家校

友创办或校友担任高管的企业。

上述企业覆盖了科技、金融、教育、

传媒等行业领域，职位类型包括科

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教师、财务

等，提供了2300余个就业岗位。

参会单位中，既有中小学校，也有

世界五百强企业。这些岗位与毕

业生求职需求匹配度非常高，现场

人气十足。

不仅如此，华师大学子们还可

以在现场得到校友大咖的一对一简

历辅导。应届毕业生俞融表示：

“HR们从多个方面给我提出了宝

贵的意见，有些是我之前完全没有

意识到的，这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

非常有帮助。”

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说，招收校

友也是一个不错的吸纳人才举措。

毕竟，不少校友创业企业本来就以

学科优势作为背景，这些企业也希

望其团队成员有相同的学科背景。

比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友创

立外贸企业，或在外贸企业担任高

管，他们更喜欢招收从母校毕业、具

有商科优势的毕业生。

同济大学校友杨军是深圳一家

高科技建筑企业——筑加智慧城市

建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作为同

济大学深圳校友会的理事，今年，

他和当地20余家校友企业联合返

回母校招聘。杨军告诉记者：“招

收了两名同济优秀毕业生。这在

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内一流高

校的毕业生很少愿意到创业不久

的企业工作。”

显然，当下的就业形势为部分

创业企业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不过，杨军坦言，即便是同济这样的

双一流高校，也存在学校教育与市

场要求脱节的问题。企业要求数字

化建设设计人才，而高校的人才培

养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建筑设计领

域。看来，拓展高校就业渠道，除了

校友、企业来帮忙，高校在学科改革

方面还要努力。高等教育不能局限

于大墙内，更要符合市场需要。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南模校友回母校再度设立美育基金，推动美育师资队伍建设

暑假百景
    

大学生就业关注

闵行城市家具公园近日正式揭牌，系国内第一个以“城市家具”为主

题的公园。首届“古美杯”闵行区城市家具创意设计大赛的参赛作品正

被逐步布置在公园的道路、绿地等公共空间。据了解，闵行城市家具公

园前身是2021年建成的古美公园。该公园的落成，是古美打造城市家

具特色社区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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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花园”位于中山公园凝聚力工程博物馆的后方，原本属于不对

外开放区域，最近经过重新修建，被打造成一座小而美的生态花园，为市

民游客提供了一片可游玩、可休憩的惬意空间。整座花园的设计以“聚

是向上力，点是满天星”为主题，以“凝聚 ·人”“凝聚 ·自然”“凝聚 ·共识”

三条支线进行空间营造。 杨建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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