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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薇）用智能化手段改造
点单系统，听障咖啡师能“听到”订单，盲人咖

啡师可“看见”小票信息；在志愿者的帮助

下戴上VR眼镜，沉浸式体验典型诈骗场

景，学习反诈知识；边玩“消消乐”，边解锁

使用智能手机的种种窍门……昨天下午，

在黄浦区外滩街道举办的“数字市集”中，

不少助残助老数字化应用十分接地气，吸

引了不少市民的关注。这是上海“数字伙

伴计划”的主题活动之一。今年，“数字伙

伴计划”将在全市遴选外滩街道等重点街

镇试点建设15分钟“数字伙伴随身陪”落

地场景，加大布局“微站点”服务网络，让更

多市民畅游数字生活。

对熊爪咖啡的听障咖啡师莹莹、盲人咖

啡师天佑来说，“数字伙伴”就是美团为残障

人士定制开发的“无障碍餐厅经营”计划。去

年，美团餐饮系统开发了一种特殊手环，点餐

收银系统可以将订单发送到手环上，并用震

动频次“翻译”给听障咖啡师。比如，震动一

次，表示“有新的订单”；持续震动表示“订单

取消”等。今年，美团又帮助熊爪开发了“扫

码语音播报订单信息功能”，盲人咖啡师拿到

订单后，扫描标签制作单的划菜码，系统就会

播报诸如菜品名称、规格、做法、加料等各种

信息。

熊爪咖啡创始人王湉介绍：“这些数字化

改造设备，会鼓励更多店铺接受听障人士，增

加对其就业的信心。这两天，还有家饺子店

店主向我咨询如何用‘莹莹手环’，因为他们

想聘用听障服务员，我们感到非常振奋。”据

悉，这些智能软硬件设备还将支持更多同类

餐饮门店，熊爪咖啡和外滩街道也将联合开

展公益咖啡项目。

“数字伙伴”也是银发族享受数字生活的

好帮手。记者获悉，上海今年将在重点街镇

试点建设15分钟“数字伙伴随身陪”落地场

景。外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潘

燕兵介绍，外滩街道将建设11个定位、功能、

配置各有侧重的数字伙伴“微站点”，推动老

年友好街区建设。比如，一级点位6个，是

“家门口”的数字服务点，专做数字产品的应

急指导；二级点位4个，定位“数字学习班”，

专题培训数字技能；三级点位1个，是“一键

通”数字体验区，主打为老服务产品的智能展

示和体验。外滩街道的“数字伙伴”计划将逐

步向智慧家居适老化改造、智能一键通场景

应用、线上政务平台办理等服务延伸。

一座城市的运行，背后有无数建设者、
劳动者的辛勤付出。保障他们的“安居”需
求，事关城市活力和未来发展，也彰显城市
温度和包容。

7月  日，上海首批“新时代城市建设
者管理者之家”集中揭牌。这批住房，面向
从事城市建设和基础公共服务的一线劳动
者，床位月租金控制在   至    元，在全
市各区均有分布。

城市的核心是人。无论是环卫、市政、
绿化等城市运行维护人员，还是快递、家政、
医护等日常生活服务人员……他们都是上
海这座超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不
必讳言，不少来沪务工者都面临“住得贵”

“住得远”“住得挤”的住房痛点。

我曾去过闵行华漕的一处城中村，一栋
农宅上上下下住着几十个人，绝大多数都是
外来人员。走进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房间，好
几张木板床一字排开，直抵到门边。屋里余
下的空间只够摆一张小桌子，上面混乱堆放
着一些碗盆和调味料，这就是他们住所的全
部了。

在嘉定马陆的一处城中村，我惊讶地看到
几户人家的墙角摆放着不少瓦片。居民告诉
我，屋顶经常漏雨，他们总会备足材料，随时换
上。这里也缺少独立卫生设施，许多人每天早
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公共厕所排队。

上海还有不少这样的城中村，蜗居着许
多来沪“打工人”：装修工人、外卖员、快递
员、网约车司机……他们选择在这样简陋的
条件下居住，只因租金低廉、生活成本较
低。近年来，上海开展“两旧一村”改造，对
于原住民来说，改善住房条件的心情无疑迫

切；对于租住于此的外来务工者来说，要在
通勤较近、经济可负担的情况下，再找到合
适的住所，可能并不容易。他们的租赁需求
就摆在眼前，一如此前的群租乱象治理，堵
疏结合、标本兼治，方可长久。

安居，才能乐业。针对这些痛点，近年
来，上海在保障性租赁住房中探索提供低租
金、可负担的“一张床、一间房”产品形态，实
行精准供应。    年以来，上海已经定向给
环卫、快递、家政等基础性公共服务人员提
供了 万余张床位。在此基础上，今年“新
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探索建立，由
社会力量参与投资建设运营、用人单位共享
租赁，目前已筹措约     张。

家是温馨的港湾。“新时代城市建设者
管理者之家”的意义，不仅在于一张干净的
床铺、一间可负担的房间，更在于提供了家
的温馨，营造了生活的舒适，呵护了职业的

尊严。
例如，闵行区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

者之家”在安居服务基础上，还引入了休闲
区、图书角等公共活动空间，并配有篮球场、
羽毛球场等健身设施。这何尝不是从“栖身”
到“安居”、从“生存”到“生活”的跨越？

一线建设者劳动者们，是城市的“筑巢
人”；城市，也理应给他们深深的拥抱，增强
他们归属感。除了持续筹措保障性租赁住
房外，近年来，在临港、金山等地都出现了

“建设者小镇”，为建设者提供精准服务，打
造“温馨家园”。

此外，爱心驿站等街角的温暖，也让在
户外奔波的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会的关
切。这几天，上海街头部分咖啡店免费提供
冰水的“隐藏服务”，就引来不少网友点赞。
无论是冬日的暖流，还是盛夏的清凉，都是
城市温度的彰显。

为城市“筑巢人”打造温馨港湾
杨 洁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你的中考成绩单要来了！

2023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将于后天公布，市教

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注意时间

安排。

7月16日16:00至8月4

日16:00，考生可登录上海市

教育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

网站“成绩查询”栏目或东方

网、“一网通办”PC端、“随申

办”移动端，输入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准考证上的考生12位

数报名号和密码（考生本人身

份证最后不含字母的6位数

字）查询成绩。

八年级在籍在读考生的

历史科目成绩将于7月19日

16:00开通查询。

考生若对本人成绩有疑

问，可于7月17日10:00至7

月18日16:00，登录“上海招考

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申

请成绩复核。成绩复核是核查

答题纸姓名、报名号等是否与考生本人对

应，试题有无漏评、漏阅，小题得分是否漏

计，各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与提供给考生

的成绩一致等。成绩复核结果只向考生

提供考试成绩，不重新评卷。考生不得查

阅答卷。对于以分数呈现的成绩，成绩复

核结果以分数呈现；对于以等第呈现的成

绩，成绩复核结果以等第呈现。

考生可于7月19日12:00至7月25

日12:00期间，登录“上海招考热线”网站

查看成绩复核结果。

加大布局“微站点”服务网络 遴选重点街镇试点

分钟“数字伙伴随身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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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关注

昨天上午，复旦大学2023年本科新生录

取通知书颁发仪式在光华楼志和堂举行。今

年是复旦大学建校118周年，118位来自上海、

北京、浙江、安徽、江苏、广东、山东等省市的本

科新生，现场领取录取通知书，成为点亮百年

星空的“新复旦人”。

“欢迎同学们加入复旦大家庭，感谢家长

们的信任，相信复旦不会辜负大家对大学、对

未来人生的期待。”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

士金力代表学校，向同学们致以最衷心的祝

福。伴随着校歌的旋律，118位新生以家庭

为单位，一一上台与校长合影，收获特别的

“入学礼物”。

现场，新生们给来此见证人生高光时刻的

父母亲友鞠躬致谢，并把鲜花送给家人，全场

响起热烈掌声。新生在星星便利贴上写下感

言并签名，参加颁发仪式的同学们还收获了一

份“小礼包”，包括一个帆布袋、一个卡套、一本

《复旦通识100》的书。

本报记者 张炯强 陶磊 摄影报道

118位新复旦人到校领取录取通知书

一次次投递简历，一次

次失败，在先后投递了180

份简历之后，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23届

毕业生陆翰羽最后成功签约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

司。小陆同学求职路上不气

馁，得益于上应大的一种保

就业“秘密武器”——学生求

职追踪机制。

上应大为每个学生设立

了“就业档案”，并建立帮扶

工作台账，按照“一人一档”

“一人一策”精准开展就业帮

扶工作。学生参加了几次招

聘会，投递了多少份简历，档

案中都写得明白。面对求职

暂时失利的学生，老师及时

介入，帮助他们寻找新机会，

最后一一落实就业。

近年来，上应大就业数

据始终名列沪上高校“三

甲”。除了第一件秘密武器

设置“就业档案”、及时精准

帮扶就业之外，还有四种“就

业武器”。

“武器”之二是发展优势

学科，强化学生专业技能。

学校精准对接上海“美丽健

康”产业、“上海制造”和“上

海文化”品牌建设发展要求，

依托校内外各类专业实践和

创新创业平台，以三大特色

优势学科为就业核心驱动，

提升学生求职能力。

“武器”之三是就业队伍“全员化”。书记

校长带头抓，主动调研走访高新技术园区、工

业产业园区等，多渠道为毕业生搭建优质的

就业平台。同时，打造“1+3”就业模式——

以学生为中心，学校教师、企业导师和家长三

方共同推进，形成家校企合力促就业。

“武器”之四是就业指导“全程化”。学

校将生涯指导和就业指导课程前置，为大一

和大三学生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

划”“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必修课程 。

此外，定期组织求职训练营等活动，赋能毕

业生就业核心竞争力，助力学生树立正确的

就业观和择业观。

最后一种“武器”是就业服务“多元化”。

根据00后大学生就业需求和特点，学校搭建

就业服务“云”平台，25个就业微新闻专栏滚

动宣传，从榜样引领、政策解读、岗位推送、答

疑解惑等多个维度，构建有体系的就业微新

闻矩阵。同时学校还开通“上应就业”视频

号，以更快捷全面的信息化模式服务毕业生。

本报记者 张炯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