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鲁哲）上海市

2019届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为月薪
7103元。昨天，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就业促进中心会同上海市学生
事务中心，联合发布“上海市 2019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报告”。
据市教育部门统计，2019届上

海高校毕业生共 17.56万人，初次

就业率达 96.38%。此次发布的“上
海市 2019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报

告”以上海市就业登记信息为基础，
结合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的数据，重

点研究进入本市人力资源市场的
10.07万名（升学、出国、去外省市就

业的除外）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薪酬增幅较大
据统计，2019年本市登记就业

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为 7103

元/月，比 2018年同期的 6024元/月
增加了 1079元/月，增幅为 17.91%，

增幅较大。调查者分析，2019年本市
应届高校毕业生起薪增幅较大的主

要原因有两点：一是 2019年本市社
保缴费上下限进行调整。二是国内不

少大型科技型企业为配合上海“科创

中心”建设，于 2019年加大了在沪产
业投资力度，对应届毕业生的聘用需

求有所增加，而这类企业薪酬普遍较
高，抬升了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的

薪酬水平。

招聘是求职主渠道
根据对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的

抽样调查，通过“学校组织的各类招

聘活动”进行求职的占 32.05%；通

过“老师、亲友等熟人介绍”的占

21.32%；通过“直接联系用人单位”
的占 26.29%；这三类求职渠道合计

占 79.66%，是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
的求职主渠道。

调查数据同时显示，应届高校
毕业生认为学历是实现就业影响

最大因素的，占 32.72%；认为专业

是最大因素的占 24.92%；认为实习
经历是最大因素的占 18.81%；以

上三因素合计占 76.45%。而选择户
籍是实现就业影响最大因素的仅

占 0.98% ， 选 择 性 别 的 仅 为
0.78%。

调查者认为，这说明户籍和性
别因素对应届高校毕业生实现初次

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毕业生更注
重学历层次的提升和专业的选择。

服务业是用人大户
从吸纳本市 2019届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吸纳

就业仅占 0.03%；第二产业吸纳就
业占 11.69%；第三产业（服务业）吸

纳就业占 88.28%。其中，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吸纳就业排名前三位。与 2018年同
期相比，科研和技术服务业吸纳就

业增长 2.1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吸纳就业增长 0.3

个百分点。调查者认为，随着 2015

年本市开始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中心”，2019年 7月底上海自
贸区增设临港新片区，对半导体研

发、电子信息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

业的人才需求增长较快，这些技术含

量较高的服务业对应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

最关注晋升空间
调查数据还显示，对就业“非常

满意”的占13.71%，“比较满意”的占

61.17%，这两项合计占74.88%；而对
就业满意度“一般”的占23.00%；“不

满意”的占比仅为2.12%。
从分项指标满意度看，与同事

关系满意度排名第一，“比较满意以

上”的比重为 88.04%；对工作环境
的满意度排名第二，“比较满意以

上”的比重为 79.51%；对工作内容
的满意度排名第三，“比较满意以

上”的比重为 72.56%。“比较满意以
上”比重最低的是晋升空间，比重为

59.33%；对薪酬福利满意度“比较
满意以上”的比重为 63.23%，略高

于对晋升空间的满意度。调查者分
析，从中可见本市应届高校毕业生

最关注自身职业晋升空间和职业前
景，同时对薪酬的关注度也较高。

“上海市 2019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报告”发布

毕业生平均起薪为月薪 元

    将一处老小区内的地下防空
洞，翻新成为一个公共空间。这个周
末， 在仙霞新村街道虹仙小区地下
防空洞里，当地居民将与艺术家、创
意人和手工艺人等聚在一起， 共同
创造一个临时的节日。

“这是虹仙地下室与公众的首
次对话。”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服
务设计师、 虹仙小区地下空间活化
项目负责人张欢表示， 希望能够让
老小区更温暖、更有活力、更有人情
味，“我们的目标是让地下室成为集
共享客厅、社区教育、生活服务、社
群活动于一体的综合型空间， 为社
区全年龄段居民打造一个共享的生
活文化客厅。 ”

虹仙小区是长宁区体量最大
的老公房小区之一，在所有的居民
中，40%为退休老人、30%是亲子
家庭、30%为租客。 在大鱼社区营
造发展中心联合发起人何嘉看来，

无论什么样的小区，在社区活动中
老年人都要比青年人会玩许多，

“我们发现， 年轻人不热衷社区活
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区
缺少适合青年人活动的内容和场
所， 青年居民与社区联系程度低，

社区里青年居民（租客部分）流动
率高。通过与社区青年人的脑力激
荡，我们推出了共创虹仙地下空间
的项目。 ”

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 空间的
营造是一个有力的载体， 而其内核
和价值是关于社区文化的营造。 在
今天的上海， 许多老旧小区的原住
居民年纪越来越大， 这些居民希望

得到关注。同时，越来越多年轻人选
择购买和租赁老公房在上海安家，

但是新老居民之间彼此几乎不会产
生主动的交流，邻里关系日渐疏远，

形成居民构成混合但彼此又绝缘，

且活力渐失的状态。 而社区营造就
是不断通过挖掘社区本身已有的潜
力，并且激活这些因素，为大家带来
幸福感。

社区里一件件寻常小事背后，

可能存在着特别复杂的关系， 各个
社区有各自的个性， 会生长出属于
他们自己的故事。

浦东东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曹
骏小时候特别崇拜圣斗士星矢，他
想把儿时的梦在小区里实现， 于是
将停车棚内部改成圣斗士十二星座
的区域布局，看似星罗棋布，却又整
齐有序。通过区域布局调整，让居民
都能乐享整洁的停车棚。然而，停车
棚室内变美了，停车棚外部环境呢？

怎么让外部环境也变得干净呢？ 于
是， 曹骏找到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
会， 希望借助社区基金会平台来整
合社会资源， 推动东昌居民区停车
棚一带的微更新项目， 从具体的一
个点开始， 带动居民关注东昌小区
的整体环境和氛围。

“陆家嘴社区主要由两大块区域
构成，居民区和商业区。31个居民区
中，老旧居民区占 70%左右，所以基
金会这几年重点引入社会资源和社
会力量参与支持老旧街区更新。 ”陆
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佳华
说，“我们最大的特色是全市为数不
多且完全靠社会化筹资来推动社区

更新的机构，不动用财政资金。 ”

社区营造的实质， 是在营造好
的空间环境的同时， 更要重塑好的
社区关系。原本一些社区里的死角、

无人关心的区域，通过微改造方式，

用小笔经费，和社区合作，可以被重
新激发活力。 正如简·雅各布斯在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描述的一
样， 这些能给人们带来安心感的地
方， 往往是一个小区门口开得足够
久的肉铺或者糖果店， 这里或许藏
有其他便民的附加功能， 比如供居
民寄存钥匙，方便朋友取用。

街区是适合漫步的， 城市始终
是有温度的。对于今天的上海来说，

营造比建造更为重要。 社区是人们
生活的载体， 一个健康良好的社区
环境，不仅是人们基础生存的需求，

还是人们情感交流、文化提升、价值
实现等高层面的需求。 充分激发社
区里的闲置资源，面向未来，创出社
区中的“增量”，提高全龄层的社区
融合， 为青年和亲子家庭参与社区
营造提供机会和土壤。 通过更新不
同参与主体对公共性的认同， 甚至
情感认同和链接， 来共同推进上海
的城市更新。

    本报讯（记者 杨洁）今天是 1

月 10日，全国“110”宣传日。上海公
安 110报警服务台自 1993年成立

以来，已经陪伴市民群众走过 27个
年头。

今天上午，上海市公安局举行
2020年 110宣传日主题活动。市公

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陆敏韡警官

通报了 2019年度上海公安 110接
警工作情况。

两组数字一降一升
2019年，上海市公安局 110报

警服务台全年接警总量同比下降

8.9%，其中需要警方处警的警情全
年同比下降 13.1%。市公安局去年

开通了微信报警平台，一年来，实名

注册用户已有 1.5万余人，共收到

报警求助信息 1.1万余条。
在短信回访中，去年群众满意

率达到 93.8%，这也是自 2010年市
公安局实施短信回访机制以来群众

满意率最高的一年。
接报警数据持续下降，群众满

意率持续上升，这两组数字的一降

一升，有力说明了上海的治安秩序
正持续向好。

目标“上海无贼”

110，是百姓心中的“平安符
号”。110的接报警数据，最能客观

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治安状况。
从2019 年 110 的接报警数据

来看，上海入室盗窃、扒窃拎包、盗

窃非机动车的 110 警情数同比分

别 大 幅 下 降 了 41% 、35.8% 和
44.5%，极大地提升了市民群众的

安全感。
智慧公安的建设在入室盗窃犯

罪预防和震慑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
作用。例如，针对真新轻纺市场扒窃

拎包案件易发的情况，嘉定分局积

极推动市场管理方安装智能安防设
施，自去年 3月建成以来，市场内扒

窃拎包案件接报数同比下降
78.4%。

陆敏韡警官表示，今年警方
将继续推进全市所有居民住宅小

区和商务办公楼宇智能安防的全
覆盖建设，向“上海无贼”的目标

进军。

深化协同治理
为确保广大市民群众的各类非

警务诉求同样得到高效解决，自 2018

年10月起，市公安局 110报警服务
台先后与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市司

法局等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对接
机制。平均每天有 700余起非警务类

110警情，通过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得

到了更专业更高效的处置。

下一步，上海警方还将不断深
化社会协同治理机制，依托城运中

心、网格中心等平台，尽快实现与
市、区两级城运平台的互联互通，建

立完善双向直通的对接分流机制，
使服务更精准，市民群众的体验度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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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接报警数持续下降，市民满意率历年最高

“110”走过27年:治安持续向好
    ■ 入室盗窃报警数 全市共

有 5个区的入室盗窃 110警情数
同比下降超过 50%， 分别是嘉定、

静安、杨浦、长宁、普陀。其中，嘉定
区的下降幅度最大，达到 68.6%。

■ 扒窃拎包报警数 全市共
有 4个区的 110警情数同比下降

超过 50%，分别是杨浦、长宁、嘉

定、黄浦。 其中，杨浦区的下降幅
度最大，达到 69.7%。

■ 盗窃非机动车报警数 全
市共有 5个区的 110警情数同比

下降超过 50%， 分别是嘉定、静
安、普陀、黄浦、长宁。 其中，嘉定

区的下降幅度最大，达到 65.1%。

方 翔

新民眼 激发社区活力，营造比建造更重要

去年各区盗窃类110警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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