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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很多大学生毕业选择去

一、二线城市发展，也有学生回父母

身边尽孝，凌赛冰便是这样一位学

生。她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全英语）专业2023届毕业

生，毕业后，她选择回乡就业，报考了

国家税务总局湖州市吴兴区税务局，

即将入职。

2019年，凌赛冰高中毕业后选

择就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在这所

大学，有一个坚持了18年的传统：

感恩教育。学校的教育对凌赛冰的

人生发展意义重大。

2021年夏天，凌赛冰的母亲做

了个小手术。凌赛冰放暑假回家

后，才发现母亲在住院。凌赛冰说，

尽管妈妈安慰她只是一场小手术，

但她明显感觉到自己作为女儿的失

职。在后续陪护的日子里，凌赛冰

一直在母亲身边，也正是在这时候，

她萌生出回乡发展的想法。尽管，

父母不希望自己成为女儿实现人生

目标的“拖累”。

大三期间，凌赛冰一直在关注家

乡的招聘信息。她发现自己的专业

在家乡能找到适配度高的就业岗位

的可能性较低，而且薪资待遇和发展

晋升空间都远远不如在大城市的同

类岗位。但她仔细权衡，陪伴亲人的

精神价值远远大于收入待遇的物质

价值，最终，她下定决心回乡就业。

2022年10月，凌赛冰的外婆突

然病重。她立即向辅导员报备后赶

回了外婆家。外婆卧病在床，精神不

济，但是看到凌赛冰后却露出笑容。

凌赛冰的母亲也辞去了工作，专心陪

护病榻上的外婆。凌赛冰便一直跟

着母亲天天往外婆家跑，协助完成喂

食、饮水、服药、洗漱、更换体位、按摩

身体等内容。凌赛冰学着母亲的样

子，尽全力孝敬外婆。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外婆

病榻旁边多了个小木桌和小马扎，

凌赛冰就坐在这，一边陪伴外婆，一

边学习准备公务员考试。学习空暇

期间就和外婆说说话，尽可能让老

人家开心。她说，日子枯燥乏味，与

外婆聊天成了她的精神力量。回忆

过往点点滴滴，她更加珍惜和外婆

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外婆去世后，

凌赛冰非常庆幸自己选择回乡考公

且曾随侍在侧，陪伴外婆走完人生

最后一段人生旅程，了无遗憾。

凌赛冰说，在国人的价值观中，

敬老孝亲是最根本的行为遵循。有

的人认为孝顺是陪伴在亲人身边，日

日柴米油盐，珍惜这一世光阴点点滴

滴的幸福；有的人认为孝顺是在外为

家人拼搏，家人会为自己取得的成

就而骄傲，辛苦自己一人，让家人经

济无忧……父母在，家就在，人生便

有来路。于她而言，下班后可以看

到父母的笑容，时常陪伴在父母身

边，让二老晚年无忧，足矣。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大学感恩教育让她决定在父母身边尽孝

为何选择回乡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吴锴 记者

江跃中）今年，一支由专业就业指

导师、心理咨询师及社工队伍组成

的“帮就业”服务团队，在普陀区曹

杨新村街道正式成立，旨在为社区

内的毕业生、失业人员、困难群体

等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精准化的

就业服务。而近期建立的曹杨社

区“招聘夜市”，就是“帮就业”团队

推出的一项创新就业举措。

“帮就业”团队通过提前对小

区内待就业人群进行信息登记，滚

动摸排他们的实际需求，筛选出一

批适合的岗位，随后利用夜间闲暇

时段，开放小区居委会办公室、小

区活动室等公共空间，在其中设立

招聘摊位，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

就业援助服务，吸引了众多求职者

前来咨询、投递简历。

“招聘夜市”从晚上6时30分

开始“营业”，总时长约1小时。与

传统招聘会不同，这里不设企业展

台，不拉企业宣传海报，没有冗长

的排队。一名招聘专员，一张小圆

桌外加两把椅子的组合，便构成了

这里唯一的“摊位”。然而这种看

似“简陋”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丰

富的求职信息和机会。

“我们这边有很多企业供求

职者去挑选，同时会根据不同求

职者的需求，为他们匹配职位，推

荐不同的岗位。”邦芒直聘专员介

绍道。

“招聘夜市”让职业机会近在咫尺

大学生就业关注

走基层走基层夏日夏日

   外滩金融中心每周末举行的步行街集市成为沪上市民享受夜经济

生活的好去处。华灯初上，烟火气十足的夜集市热闹非凡，各档风味美食、饰

品、文创等新奇好物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 杨建正 摄影报道
越夜越精彩

骑着自行车巡逻
昨日午后，气温攀上了37摄氏

度，南京东路上人头攒动，热闹不减。

张杰和高世杰头戴防暴头盔

和“黑超”墨镜，腰挎高速催泪喷射

枪，骑着自行车从天津路上的队部

出门，去与上一班同事交接。

名为骑警，骑的却是自行车，

听上去不那么高大上。张杰却说这

是最适合步行街的交通工具。张杰

是一名新警，警校毕业后就加入了南

京东路骑警队，警龄刚满一年。高

世杰比他还要“嫩”，是一名警校实

习生，进入骑警队不到6个月。

初生牛犊不怕虎。两位“萌

新”，面对的却是特别纷繁复杂的

巡逻环境。对于这条举世闻名的

“中华第一街”来说，安全是底线，

不容一丝一毫的疏漏。

“最好的守护，是不打扰。”张

杰告诉记者，这也是骑警队选择以

自行车的方式巡逻的原因。“不仅

灵活机动，而且相比摩托车显得更

加温和，不会影响游客。”

尽管如此，每次上岗，都是张杰

最紧张的时刻。他必须时刻紧盯周

围环境和人流，有奇异举动的游客，

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包等，都会让他

如临大敌。“一旦发生异常，我们必

须以最快的速度到场，尽快将当事

人带离，避免引起人流聚集围观。”

除了满身装备，记者注意到，

张杰的车尾还挂着一个驮包，里面

装着微型灭火器、遮盖毯、约束带、

警戒带，还有一个防暴臂盾。

一些游客看到张杰和高世杰骑

行经过，纷纷拿出手机拍摄，也不断

有游客找他们问路，有的还会提出

合影的要求。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

下，骑警们一般都会满足。来自安

徽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这是三年来

他第一次带孩子出门旅游，来上海

是为了去迪士尼，但临走前还是决

定来一趟外滩。他说，让他印象最

深的不仅是黄浦江两岸的美景，还

有马路上的警察，护送游客过马

路。“这是别的城市看不到的。”

找小孩得心应手
南京东路沿线有3个派出所：

南京东路派出所、外滩派出所、外

滩治安派出所，为何还要增加一个

由分局垂直管理的骑警队？南京

东路管理中队中队长钟强告诉记

者，除了叠加警力应对不时之需，

也是打通属地管理的局限。

“骑警队有35名成员，分两班

守护南京东路。做一休一。”在钟

强看来，这每天新增的10多名警

力，看似微不足道，却可以抛开派

出所繁重的地区管理职责，一心扑

在这条路上，更加灵活快速地响应

突发事件。

当然，在这座世界上最平安的

城市里，骑警们碰到最多的还是问

路和儿童走失。帮家长找小孩、帮

小孩找家长，也成了他们的绝活。

钟强告诉记者，尤其暑期，都是带

着孩子来上海玩，大人忙着拍照留

念，一回头小孩没了的情况特别

多。南京东路外滩的大客流管控

科技，在寻找走失儿童上也特别有

效率。依靠高清探头和特征识别

技术，科技加人力，让寻找变得高

效，最快可以“秒级”找到。

周末的傍晚，暑热渐渐退去，

随着夜幕降临，华灯初起，南京东

路上人流更加汹涌。骑警们从白

天的动态巡逻变为定点固守，参与

大客流管理。

晚上7时30分左右，在南京东

路中山东一路路口，一个小女孩找

到正在值守的骑警余辰。“警察叔

叔，我找不到妈妈了。”9岁的小女孩

噘着嘴，眼看着泪水就要流下来。

余辰连忙安慰，让孩子别着

急。女孩安静下来后，告诉余辰她

名叫陈偲，不知道妈妈的手机号，

只知道她的名字叫陈祥红。余辰

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指挥室，通过姓

名查询到孩子母亲的电话。拨通

电话后，电话那边也是焦急万分。

来自江苏的陈女士听说女儿在警

察那里，明显大大松了一口气。很

快，陈女士根据余辰的指引找了过

来，见到妈妈的一瞬间，小女孩一

把甩开民警的手，扑在妈妈怀里，

眼泪夺眶而出，哇哇大哭起来。

虽然累但是值得
余辰驻守的点，可以说是南京

东路人流流向外滩的“水龙头”。

警方此前曾精确计算过：南京

东路中山东一路路口红绿灯转换一

个周期为2分50秒，可通行约2000

人，1小时内通行约4万人。外滩滨

水区的江堤可容纳约5万人。

如果把外滩滨水区比作车站，

一趟列车1小时运力约为4万—5

万人，在江堤上，游客最长游玩时

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所以，只需

要充分运用“流量公式”，在南京路

上采取“慢进快出”“波次放行”“南

水北调”等措施，调整进入外滩的

流速，将客流量始终控制在“可容

纳的范围内”，就可达到以“时间”

换取“空间”的效果。

昨晚8时许，南京东路外滩滨

水区瞬时人流突破4.7万人，达到

一天的峰值。这个数据，已经接近

五一、国庆长假期间的人流量。

为了控制南京东路前往外滩

的人流，南京东路中山东一路口将

三角安全区铁马向外伸展，减缓人

流速度。同时，在外滩江堤9号上

口处设置蛇形通道，延缓游客上江

堤的速度。

人群中，余辰和同事一刻不停

地提醒游客不要拥挤，注意脚下。

这样的状态，一般要持续3到4个

小时。经过一天的骑行巡逻，本已

十分疲惫，再战大客流，要坚持下

来，真的不容易。

“虽然很累，但是值得。有些

事，总要有人去做。”对于这些守护

者来说，平安，才是外滩最美丽的

风景。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本报记者跟随骑警巡逻守护“中华第一街”

才是最美丽的风景平安
酷暑的阳光，照在南京东路一侧的建筑上，

给这条著名的步行街留下了一条路幅2/3宽的
阴影。游客们为了躲日头，大多走在阴影里。
有阳光的一侧，张杰和高世杰骑车缓缓行过。
张杰和高世杰是两名骑警，隶属上海市公

安局黄浦分局南京东路管理中队。这是一支新

成立不到一年的队伍，为的是更快更灵活地巡
逻与处警，更好地响应突发事件和市民百姓的
求助。这个周末，南京东路外滩迎来了暑期最
大客流。昨天，记者跟随骑警来了一番citywalk，
看他们如何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守护这条繁华
耀眼的商业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