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群众办实事

小画家描绘心中“未来世界”

特写

    “我原先要走 80级

台阶到家，今后只要走

8级。”最近，潘老伯很
开心，因为他所住的航

华一村五居委永兴小区
31 号楼签约的电梯是

闵行区成功签约的第
1000台加装电梯，而目

前全区完成加梯签约

1072台。
今年初，闵行加装

电梯全年目标定为签约

1000台，完工 300 台。
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

签约 1072 台，累计开
工 398台。到年底预计

可完成签约 1100 台，
累计开工 430台，完工

300台。
闵行区房管局介

绍，前期对全区 1073个
居住小区、共 9056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32138
个无电梯门洞进行加装

电梯的可行性评估工
作。随后，全区所有街镇

（工业区）都成立“一门
式受理、一站式服务”的

加装电梯服务中心，提
供全流程服务。

区里还推出《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操作办法和管理制度汇

编》，对 2016年以来涉及加梯的市级文件

和技术导则等进行系统梳理，体现“1+1+4”
的创新模式，即：1份工作依据清单明确工

作职责、1套工作流程固化规范操作、4个
阶段分环节形成工作指引。“这不仅便于参

与加梯工作的相关职能部门、街镇推进部
门和小区‘四驾马车’在全程工作推进中有

章可循、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更有利于全

面统筹安排好加梯工作节奏和进度，从而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尽善尽美。”区房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截至目前，闵行区房管局会同市房屋

安监所完成了西郊龙柏公寓等五个小区电
梯的批量化安全论证，逐步打造出了“四统

一、四批量”的闵行加梯推进模式；会同电
力、燃气多次召开管线迁移现场协调会，就

管线的移位、规整、搬迁等问题，专门研究
制定出从申请、踏勘、设计、报价、付费到专

业施工的一整套流程指南，便于提前介入
和跨前服务，不仅实现了提速增效，更降低

了 30%的费用；实施行政审批流程再造，
协调区规划部门承诺 5个工作日内组织公

示，公示期为 10 天，意见反馈期为 7 天，
节省 10天左右时间。

通讯员 李逸 本报记者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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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热茶或咖啡，一些水果和点

心，学生们围着校长“提意见”，校长照
单全收还挺开心……12 月 3日下午，

在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英国茶
室，已经举办第五期的“校长下午茶”

又开始了。从学习到生活，从课堂到食
堂，全校各学院的学生代表和校领导、

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把学生们关

切的大小事说给“家长”听。
什么意见校长最乐意听？答案是，

学习空间不够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研
究生亓盼盼反映，学院所在的军工路

南校区第四教学楼修缮，图书馆又远
在北校区，第一教学楼关灯太早，同学

们自习都窝去食堂了。“你们喊我开教
室、造图书馆我最开心了！”校长丁晓

东当即拍板，让职能部门协调南校区
教学楼自修教室多开一些，开久一点。

他还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南校区
图书馆已在规划打造，明年两个校区

之间也将开通隧道，“以后你们骑个自
行车就能去北校区图书馆了”。

理学院本科生王叶红在下午茶时
间“盯”着校长沟通了好些关于学校荣

誉课程项目的建议。荣誉课程是上理
工培养拔尖学生新设的项目，王叶红

针对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和公平竞争规

则谈了自己作为课程参与者的感受，
也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好老师既要

上荣誉课也应该上平行班，这还是教育
资源分配的问题，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记

下来带回去落实”,丁校长耐心地说。
关注课程优化是王叶红担任学生

校长助理大半年来的“分内事”之一，

此外他还和伙伴们一起推动了不少
“身边小事”。在小王的调研和努力下，

学校将运动场熄灯时间延长了半小
时。这半小时方便了不少晚间下课想跑

两圈的同学，王叶红觉得无论大小事，
只要是为大家办实事就都很有意义。

据了解，上理工自 2018 年起实
施学生校长助理计划，以共建共治共

享的理念，发挥大学生在大学治理中
的担当。校长下午茶也为学生进一步

搭建与学校沟通的渠道。昨天的这场
下午茶聚焦人才培养的主题，集结了

上理工的超级学霸们，有学霸寝室代
表，有“互联网+”大赛获奖团队成员，

有优秀退伍学生和就业代表，还有保
研清华的本科生等等。大家“面对面”

说“心里话”，齐心推进学校建设发展。
本报记者 易蓉

校长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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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周末，艳阳高照，落叶缤纷，正是
江南好时节。

然而彼岸的风景，越发衬出寂寥的心情。

因为发生中的疫情， 很多上海人自觉放慢了
脚步。他们朋友圈的九宫格，是金山，是松江，

是崇明。一定也有很多长三角的邻居，推迟了
上海的旅行。

上海人是名副其实的“旅行控”。 所以三
个上海出发的女子在苏州的短途游， 不过是
很多上海人的日常。她们寻宋的足迹，众人惊
羡，但对很多资深长三角“驴友”来说，小众的
文化旅游线路，如探寻京杭大运河历史遗迹，

感受“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徽文化之
美，早已是行程表上划掉的过去。

三位女子的寻宋之旅， 最让上海人感慨
的， 是确诊之后苏州人民的宽容和善待。 当
《姑苏晚报》刊出《待无恙，君再来，访苏州，探
江南》，一键怒转的，有很多上海人。旋即，《钱
江晚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姑苏晚报》

联手推出“待无恙，多来往，共江南”倡议，又
成坊间佳话。因为字里行间看不到抱怨，看不
到责怪，只有爱和祈愿。

江南寻宋的邀约， 点燃的是公众心底的
温暖， 是长三角人团结一致、 共克疫情的信
心。 毋庸讳言，当疫情发生，特别是形势严峻
复杂的时候， 无论地方管理者还是受影响群
众，会紧张，会焦虑，也会举措失当。我们都曾
有过疑惑，有过失落甚至愤怒，但我们都在学
习，都在进步，都在走向成熟和规范。 我们完
全有理由相信从来走在时代潮流之先的长三
角人，各地的防疫手势会越来越娴熟精准，市

民的心态也会越来越笃定包容。

地理相近，人文相亲的长三角人，进行中
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必然也包含了疫情防
控方面的一体化协调， 理念和方法的互相学
习借鉴。

我们期待长三角地区通过三省一市的通
力合作，始终把疫情遏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动
态清零， 从而实现风险地区之外人员和物资
的正常流动。

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大家去西湖观鸳鸯、

去黄山看初雪、去扬州品佳肴的雅兴，也是为
了履行所有长三角人共同的历史使命。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三省一
市 GDP总量超 20万亿元， 约占全国的四分
之一。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
的制造业集群之一， 是中国和全球产业链极
其重要的环节， 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关键。 长三角地区对科技、经济的贡献，对改
革开放的标杆意义，国内罕有其匹。长三角关
系国之经济命脉，关系国家开放形象，疫情防
控自然来不得半点马虎。 三角是最稳定的多
边形，期待长三角勠力同心，共同支撑起一体
化发展的“铁三角”，疫情防控的“铁三角”。

一个月前， 我和一众朋友相约去看长兴
的银杏。 订好了酒店，买好了螃蟹，惜因其中
数人单位要求不可离沪，只得取消了行程。但
我们把约定改到了 12月。 黄叶落尽，可做最
舒服的毯子。

无论疫情，抑或其他，都阻挡不了长三角
人对彼此的欣赏和热情。 春夏秋冬， 宋元明
清， 长三角有探寻不尽的自然和人文之美。

西湖、瘦西湖，黄山松和迪士尼的烟火，永远
欢迎你。

长三角，我们一定要更好，一定会更好。

心同在 共江南 韶光永不负
沈月明

新民眼

    上海电机学院电气工程专业 2022届硕

士毕业生唐旭晖在临港生活三年，感慨每时
每刻都目睹新片区奋进，自己也憧憬临港发展

的无限可能。在学院就业老师指导下，他已与
落户于此的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签约。

像唐旭晖的故事，在临港高校里还有很
多。日前举行的“临港新片区大学生就业论坛

暨上海电机学院 2022届毕业生信息发布会”
上，记者了解到，光上海电机学院 2021届毕业

生就有 169人扎根临港，占比居临港高校前列。

拓展“临港朋友圈”

临港对毕业生的吸引力增强，离不开大
学不断拓展“临港朋友圈”。上海电机学院党

委学工部副部长张跃辉介绍，该校将“服务毕
业生在临港新片区就业”作为重要就业质量

提升目标，依托临港管委会和产业区，共享共
通信息平台，积塔、航发、特斯拉等知名企业

陆续成为重要的“朋友圈好友”。“学校每年举

办两场超过 250家招聘企业的大型招聘会。
其中，至少三成企业来自临港新片区。”

记者注意到，上海电机学院 2021届毕业

生服务国家重点建设领域、建设地区的人数

占就业人数的 75%以上，服务浦东“中国芯、
蓝天梦、创新药、未来车、智能造、数据港”产

业发展战略以及临港自贸新片区“4+2+X”的
前沿产业体系发展规划的毕业生占就业人数

的近两成。

“00后”看重企业品牌
论坛上，市教委学生处副处长吴能武表

示，2022 届的上海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21.7

万，与 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 1万左右。而从

全国来看，2022届的高校毕业生规模将突破
千万，毕业生就业工作还将面临不小压力。他

透露，今年上海积极出台促进就业政策，拓展
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毕业生初次的落实

率达 95.59%，继续位列全国首位。
上海电机学院党委学工部部长尚海龙

说，当下毕业生就业期望不断提升，“00后”

毕业生求职更看重企业品牌效应，职业选择
进一步呈现多元化。同时，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和学生“慢就业”“懒就业”的心态，也给就
业工作带来挑战。

论坛上，“上海电机学院‘订单式’培养育

才模式”吸引与会高校、企业代表的注意。该校
先后开设三菱电梯“项目经理”联合培养班、华

虹集团“芯片制造工程师”定制培养班、宝钢
人才定制班，为企业输送 135位优秀毕业生。

好政策 好环境
上海近日发布的一则重磅消息也引起论

坛与会嘉宾的关注：开放第二批 2021年非上

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落户受
理工作，并试点在五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

就业的本市应届研究生毕业生符合基本条件
可直接落户的政策。

“年轻大学毕业生毕业了都想去的地方，

才是人才高地。”临港新片区投资促进服务中
心主任顾长石表示，到 2035年，临港将努力

打造成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的特殊经济功能
区，“这也为毕业生就业工作提供良好成长平

台”。他透露，临港新片区预计新增供应 1600

万平米各类住宅，包括人才公寓、公租房、商

品房等，为大学毕业生、新引进人才等人群提
供保障。 本报记者 郜阳

毕业生都想去的 才是人才高地
“订单式培养”“名企朋友圈”成临港新片区大学生就业论坛“热搜”

    在他们眼中，未来既是一场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之

旅，也是一颗对地球家园的守护之心。上周末，由上海教
育报刊总社主办的上海市中小学“科普校园行”活动学

生佳作展在浦东图书馆开展，展览将持续到 12 月 12

日。孩子们用画笔展示自己的艺术创想和科技创意。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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