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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统筹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打造一

批产教融合育人基地、高校科研基地。昨天

下午，上海市两会松江区代表团审议会场，

产教融合也成为多位人大代表持续关注的

话题。

“年年都有大批高校学生毕业，年年都是

‘最难就业季’。除了大学生喊着找不到工作，

也有企业老总反映找不到人才。为什么我们

的大学毕业生不能满足岗位要求？我认为，要

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帮同学们解决就业

问题，而是要从教学上着手，做到产教融合。”

市人大代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俞涛表示，不仅是职业院校，产教融

合对于高校来说也十分重要，只有高校了解

产业需求、行业要求，才能培养出创新型、应

用型的人才。

“现在高校做产教融合主要靠关系，校长和

企业关系好，这件事情就能做成。校长退休或

转岗了，就没有这条渠道了。或靠企业老总的

觉悟，需要他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还有靠领

导指示，要求高校和企业合作，那也能做成。”

如何把产教融合做得更充分？如何形成

常态化机制？俞涛建议，通过地方立法补齐产

教融合短板，明确责任主体和实施路径，在机

制驱动下，督促企业和学校形成合力，构建起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产教融合新格局。

产教融合话题一打开，也让市人大代表，

松江区科创发展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郭淑

晴有了共鸣。“松江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

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创新策源地，

其背后也少不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的有机衔接。尤其是依托松江大学城，

集聚了大量的人才资源、科创资源，实现了产

业和教育的互相赋能。”郭淑晴表示，在产业

发展需求与教育供给之间，依旧存在矛盾。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有967.9万企业

主体，其中科创企业比例很大，为什么产教融

合依旧存在矛盾？我想，除了产教融合，还要

加速科技成果落地，打通科技创新‘三个一公

里’，解决产学信息不对称等矛盾。”

接过话筒，市人大代表，上海外国语大学

附属外国语学校松江云间中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宣沫把话题从高校引到了中学，建议加

快建设“高校（院所）—高中（中学）—高企（高

水平科技创新企业）”合作机制，助力拔尖创

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体系能够落地。

“我们应该从早期培养着手，建立上海样

本，探索培养拔尖人才。”他说，很多孩子对芯

片、集成电路感兴趣，但学校没有足够资源支

撑他们的兴趣。高科技企业能否为学校提供

课程支撑？“只有将少年时的兴趣转化为将来

的志趣，我们才能培养出拔尖的创新人才。

未来，他们会以顶尖科学家、智库学者、卓越

工程师的身份活跃在各处。”

宣沫建议，限于基础教育的资源和力量

不足，要把高校、高等院所、高水平科技创新

企业的资源和力量用活，对于选准的苗子，在

基础教育阶段打通学段和学科壁垒、改革培

养和评价机制，完善甄别遴选方式，进行订单

式培养，尤其是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乃至到

高校的贯通式、长周期培养。加大教师专项

培养力度，结合前沿科研成果，不断优化升级

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尤其是将高校、高等院

所和高水平科技创新企业在“智库”和“高技

能人才”上的资源作为教师培养的资源，使得

教师有能力做好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识别与

过程跟踪、日常培育。本报记者 张钰芸

产教融合靠校长还是靠企业？市人大代表建议——

推进立法，补齐产教融合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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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我非常关注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这句话，

我们应该把眼光放长远，着眼于未来的力量，

把青少年特别是少年儿童的社会教育工作做

好。”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主任徐速说。

徐速委员表示，通过突出美育、劳育、德育

等教育功能，有益补充校内教育和家庭教育，

可更好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像在活动中心的

日常工作中，积极开展艺术科技体育类的校外

教育和公益性活动，并把美育作为少年儿童综

合素质提升的重点，将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作为

增长点。”

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中，社会

的育人机制如何建立？在上海市政协委员、

中福会少年宫副主任谢静看来，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界定好“校外教育”与“校外培训”。

谢静委员表示，具有教育性、公益性、趣味性

的“校外教育”，与以牟利为导向、以应试为目

的的“校外培训”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唯有秉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立场，发挥

校外教育的育人功能，对学校教育力有不及的

部分拾遗补缺，形成合力，这才能真正发挥功

能作用。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益性校外教育

单位，应在文化、艺术、体育和科技类校外活动

中发挥主要作用。”谢静委员说，“相关机构在

派出教师进校上课、组织活动的同时，还可通

过对学校有科技、艺术、体育、劳技特长的老师

进行专题教师培训，以资源包等举措带领校内

教师自主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

谢静委员建议，民营校外培训机构的转

型和发展需要得到公办校外教育单位的引

导。相关教育单位可在相关负责部门的牵线

指导下，在课程设计、教学质量监管、教师人

才梯队建设、机构运营管理等方面不定期地

给予指导意见，以论坛、教研、答疑等形式，帮

助民营校外培训机构提升教育质量，才能使

社会满意，家庭安心。 本报记者 方翔

社会的育人机制如何建立？市政协委员建议——

做好青少年的社会教育工作

市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履职的重要形式，

是每天看资料、随时提建议。前一晚看的资料

一般都有一两寸厚，第二天就要在各类讨论中

表达对文中观点、措辞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代表来自社会各界，术业各有专攻。因而，资

料中会附上几页“名词解释”或者图表数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名词解释”这8

页材料里，破天荒冒出一个英文词——MaaS，

亦即“出行即服务”。

MaaS即Mobility as a Service。这是MaaS

这一词条的最后一句，此前都是汉语——“是

指通过统一服务平台，将各类交通方式的出行

服务进行整合，串联起各种出行场景和生活服

务场景，为出行者提供灵活、高效、经济、智慧

的一站式出行服务。”

嗯，懂了，就是一个网络上的App或小程

序，可以让市民坐地铁、骑自行车、打车、乘火车

乃至登船、上飞机等各种抵达目的地的方案，

且能解决全过程中的购票等手续，甚而还能在

路过的酒店、商场乃至剧场消费……衣食住

行，是民生；要串联起衣食住，要靠“行”。因

而，出行这一服务相当重要。对市民而言，肯

定是一个平台解决所有问题最方便。但是，对

于交通系统而言，这意味着里里外外的整合。

这四个字母，让我们看到了出行便捷的未来即

将到来。市人大代表 朱光（新民晚报记者）

代表手记

《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英文名词解释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昨天上午，市十六
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90位上海市民以“云端”

听会的方式，在线上旁听了龚正市长代表上海

市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吴兢是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瑞南居民区的

党总支书记。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他特别关

注报告中的“为老服务”。“瑞南居民区65岁以

上老年人已占小区常住人口的42%，所以我们

从去年开始逐步完善为老服务。而龚市长在

报告中恰恰提到了社区长者食堂、居家环境适

老化改造等一系列民生工作，让我们的目标更

加明确，深感使命在肩。”他表示，“2023年，我

们要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心系社区的居民，提

升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为老服务、改善社

区环境等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能力，使社

区居民能够感受到邻里的和谐，社区的温度以

及街区的和美。”

韩宇是上海同济设计集团的设计师，昨

天是他首次旁听人代会。他告诉记者，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他看到了过去五年上海的“成

绩单”，也听到了未来五年的重点目标，可以

说信心更足了，目标也更清晰了。“‘乙类乙

管’正式实施后，各行各业都在期盼重振经

济。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我对上海的未来

五年信心十足。”他说，“我从事建筑设计工

作，行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息息相关，听到上海

将优化城市空间格局，推动一批重点区域建

设，这真是利好消息。”一张宏观的发展蓝图

已经展开，让韩宇也开始期待具体规划、具体

项目的发布和落实。“上海是一座从不让人失

望的城市，希望能够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在未

来五年取得更高更快更好的发展。”

90位上海市民
旁听人代会云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