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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今日论语 细节，让老人出行更安心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
又到一年蟹黄时。今天上

午，上海浦东本地大闸蟹在

塘之趣水产养殖基地正式开

捕。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高

温和台风天气影响，和去年

相比，浦东大闸蟹产量比去

年下降近3成。

步入养殖基地，记者注

意到，入口处立起了醒目的

“江河21种源基地”标识，显

示出这里和寻常蟹塘的不

同。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

辉介绍，塘之趣大闸蟹每年

都会被选作河蟹良种“江海

21”的亲蟹，11月底经筛选后

运去繁育“蟹宝宝”。

“目前开捕的都是规格

在半斤以下的母蟹。”王成辉

表示，今年高温天长达52天，蟹

的成熟季普遍推迟，有的蟹

少蜕一次壳，规格偏小。再加

上前段时间的台风，“胆小”的

蟹吓得躲到泥里。现在虽然

部分地区的大闸蟹已开售近

一个月，但高品质大闸蟹仍一

蟹难求，预计要到10月底11

月中旬才进入最佳赏味期。

最
佳
赏
味
期
还
要
等
半
个
月

今
年
浦
东
本
地
大
闸
蟹
开
捕

本报讯（记者 鲁哲）记者今天上午从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2024年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启动以来，截

至目前，市区两级人社部门已累计开展招聘、

上门排摸、实名服务、政策宣传等各类服务3

万余次。

今年8月，人社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

2024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

动，依托十方面就业服务举措，确保到年底本

市2024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现就业比例不

低于90%，有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青年都能

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市人社局相关部门介绍，攻坚行动启动

以来，本市推进重点群体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免申即享”，持续

开展一系列政策服务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

活动，让各类就业创业政策“看得懂、算得清、

用得着”。截至目前，2024年度重点群体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已惠及1.6万家单位，33.5万

家单位享受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

目前，各区人社部门均已建立2024届未

就业毕业生实名台账，“一人一档”全面排摸

未就业毕业生基本情况、技能特长、就业意

向、服务需求等信息。未就业毕业生可以随

时在户籍地、常住地、求职地进行求职登记。

今年以来，各区人社部门还依托“15分钟

就业服务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对已实名登

记的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提供“1131就业服

务”，即至少提供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

导、3次岗位推介、1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

会。另外，年初以来，人社部门已累计帮助

1.1万余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

本市持续开展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十方面举措确保——

今年年底  %以上实现就业2024届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

■ 今天上午，塘之趣浦东大闸蟹养殖基地

正式开捕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交

大闵行二部上午开工》，这是当年

闵行校区新建时的新闻吧？”这是

刊登在1985年7月2日新民晚报

上的报道，随着“新民晚报夜光杯

校园行”活动走进上海交大闵行校

区，在媒体与传播学院大厅，一块块

展板呈现着一张报纸对一所同城学

校的发展见证，吸引了师生驻足。

延续“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办

报方针，95周岁的新民晚报在新的

时代创新传播方式，以展览为载体

走进申城校园，来到青年身边。展

览既有那些年的“热血青年人”令人

心潮澎湃的创刊办报故事，有中国

历史最悠久的副刊夜光杯的美文墨

香，亦有学校发展重要时刻的定格。

“展览让我感受到新民晚报的

立体形象——在悠长的历史岁月

中，它见证了非常多重大事件的诞

生和经过。”上海交大媒体与传播

学院研究生华伊然发现，跟随展板

上的时间线，“头版中的交大”持续

产出科研成果、不断作出社会贡

献，“媒体视角”为她提供了一个观

察和了解自己学校更深的视角。

学姐的这份感受，大一的徐子涵也

有共鸣。大学生活刚刚开始，专业

对她来说还并不具象。校园行活

动中，她听了报社总编辑“从夜光杯

副刊看95岁的新民晚报何以常青”

的分享，了解到编辑记者的工作，感

受到报人在不同时代对真善美的坚

守和传承，也想要参与其中。

一张报纸95年来传承着文风

文脉，履行着传递信息传播文化的

使命。“一篇篇报道能够将善念传

导和潜移默化开，这就是文字的力

量。”上海交大党委书记杨振斌在

活动中对青年学子说，在信息爆炸

的当代背景下，传统媒体特别是纸

媒进入校园，承载着传播思想引领

校园文化的深远意义。他寄语学

生珍视纸媒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养

成深度阅读的习惯，通过名篇名著

的阅读深化认知与感悟，激发更深

层次的思考，提升学习水平、综合

素质和思维境界。本报记者 易蓉

“95岁的新民晚报何以常青”

夜光杯校园行走进上海交大

（上接第1版）

潜心深耕 持续创新
“比赛过程中，我们对‘创新’有了更加深

刻的理解与思考。我将自己和团队成员的成

长感悟致信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惊喜收到了

回信。”作为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学生代表

之一，大赛金奖项目“拉曼透视眼”负责人、上

海交大生物医学工程学院2020级本科生伍宗

誉感到荣幸和自豪。团队致力于开发基于生

物光学、纳米科学和生物信息学的深病灶检

测定位技术，受益于大赛提供的平台和契机，

已与全国多所高校医学院和医疗企业洽谈合

作，为产品迈入更广袤的应用场景赋能助

力。“我将继续深耕在医疗领域，为国家人民

面临的健康难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担起青

年学生和交大学子在创新医疗领域的责任，

不负时代、不负期望！”

“当前许多创新项目可以结合传统工科、

先进智造和人工智能而大有可为。”站在中国

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冠军领奖台上，“哪

吒”参赛项目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

博士生吕晨昕感到无比自豪。他所在的年轻

团队研发了全球首个“海空一体”跨域航行器

平台，是能够连续跨越空中、水面和水下介质

的原创探索性多域无人系统，在跨域航行技

术上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与前瞻性。经历大赛

令团队更坚定了继续探索基础工科与前沿科

技结合的信念。“我们将继续提升技术实力，

扩展项目在国家安全、海洋观测和海洋资源

利用等领域的应用；将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

与实践，推动相关前沿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

力’，引领行业智能化与现代化的变革，助力

国家实现科技强国梦。”

坚定信念 肩负使命
“创新，是勇于突破、敢于实践的胆识，它

要求我们既要有仰望星空的壮志，也要有脚

踏实地的实干。”金奖项目“镁启未来”负责

人、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20级博

士生谷立东感受到时代赋予青年的机会和使

命。“面对先进制造业的深刻变革，中国正逐

步获得引领基础金属材料发展应用的先机。

这令我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我在材料研发

与应用上的执着追求。”参赛经历令他更加体

会到团队协作与创新思维的重要，他希望未

来持续务实创新，紧扣产业需求，优化材料性

能，让“中国镁，为世界减重”。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我深感振

奋，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作为新时代青年

应该肩负起的责任与使命。”金奖获得者、航

空发动机高温升燃烧室燃烧性能质谱取样分

析技术项目负责人、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

程学院2022级博士生肖欣彤表示，“一个优秀

的项目在项目立项、技术突破、产品落地等诸

多环节，均离不开创新思维的构建。作为交

大学子，我们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继续砥砺前行，深入理论学习，寻找创新突

破口，助力燃烧领域蓬勃发展，为推动我国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青春力量。”

打造平台 生动实践
上海交大党委书记杨振斌表示：“此次举

办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是深化创新教

育改革的一次生动实践，我们充分发挥‘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新，以赛促创’的作

用，致力打造世界大学生创新教育交流的国

际大平台。高校要锚定教育强国建设新部署

新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推

动创新教育贯穿教育活动全过程；要深入推

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促进高校创新成果转

化应用，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敢

闯会创的科技青年人才。”

上海交大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表示：“学校将以此次大赛为起点，持续发挥

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统

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主

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前瞻

布局未来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持续提升创

新策源水平，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支撑新质生

产力加快发展。同时，学校将继续强化校企

科研合作，促进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深

度融合，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让更多科技

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大学生们驻足观看夜光杯展板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近日，一老人在地铁中突然腹泻，地铁工

作人员为其换上她的工作裤以及常备的一次

性内裤，减轻了老人的尴尬与不适。

积极打造老年友好型出行环境，使老年

人的出行体验更安全便捷，上海近年来推出

了很多措施，像对公交站台进行适老化改造，

增设无障碍坡道、警示标识等；地铁也在多个

车站加装了出入口自动扶梯和无障碍电梯，

提高了老年乘客的出行安全性和舒适度。

“硬设施”全面升级，“软服务”也在跟

上。像途经多家医院和卫生服务中心的公交

和地铁线路等，是沿线老年乘客就医、游玩的

主要出行方式，它们的车厢内都配置了便民

服务箱，内有清洁袋、垃圾袋、创可贴和清凉

油等，以备老人不时之需。上海地铁推出了

线上“爱心预约”服务，有特殊需要的老年乘

客可以预约无障碍陪同护行服务，预约成功

后，车站工作人员会为老年乘客提供“一对

一”的护行服务。

对于许多老人来说，年纪大了就不敢出

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遇到许多意

想不到的事情，像在公共交通上呕吐、腹泻、

昏倒等情况。对此，公共交通运营部门应该

建立应急机制并完善相关设施，除了必要的

急救药品和器械之外，也可以常备些一次性

内裤、尿垫等，让老人可以安心出行。

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城市，必然是一个

包容性强的城市。通过从老人出行的细节入

手，老年人可以在出行中感受到更多尊重和

关爱，也可以促进不同年龄层人群之间的交

流与融合。

方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