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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3月28日，以
“‘实’现梦想‘就’等你来”为主题的2025届
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实习招聘会在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举办。本次招聘会沿用“职业规
划+就业招聘+实习见习”全流程就业赋能模
式，紧扣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六大重点产
业”发展需求，搭建校企对接桥梁，为毕业生
提供实习实践、职业指导、岗位对接的全方
位服务。
本次招聘会吸引1100余家用人单位进

场招聘，提供岗位3500余个，招聘需求人数
达22000余人。招聘活动由中共上海市教育
卫生工作委员会、市教委、松江区人民政府
和本市各相关委办局联合主办。
活动现场发布“戎归申城 职为你来”退

役大学生士兵就业服务专项行动，上海将以

系统性就业帮扶助力退役军人实现职业转
型。该项行动将打造“四进”服务体系，为每
位退役大学生士兵提供“一人一策”的精准
就业服务。

招聘会人潮涌动，求职热情高涨。据统
计，全市高校共计2.1万余名学生携简历现
场参会，累计投递简历超过9万余份，初步达
成就业意向4000余人次。

本场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邀请8家知名企业“直播带岗”，共吸引
上万名学生在线收看。同时，众多未能前来
现场的高校学子，积极参与线上网络招聘
会，并在线上进行简历投递。

据悉，自2025届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招
聘活动启动以来，本市共举办了市级层面招
聘会25场（线上10场、线下15场）。

昨天，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迎来成立20周年纪念日。90岁高
龄的复旦文科杰出教授、著名古文
字学家裘锡圭先生对中心发展寄
语：“我虽然已退休多年，但蒙学校
领导和中心同仁不弃，还能和大家
一块儿从事科研工作，这让我很高
兴。我希望能在中心同仁的大力
支持下，如期完成我所参加的《老
子》注释项目，也希望中心今后不
断发展，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

2005年，裘锡圭先生率队成立
中心后，张涌泉教授担任中心首任
主任。2007年起，刘钊教授担任中
心主任至今。历经20年，中心走出
了一条独特的“逆袭”之路，让“冷
门绝学”迎来“春天”。
古文字学，是一门识读甲骨

文、金文等古文字，同时借助古文
字材料研究语言、文献、历史的学
科，因门槛高、培养周期长、出成果
难，被视为“冷门绝学”。
被誉为“当代中国古文字学研

究第一人”的裘锡圭先生创建了中
心，在甲骨学、金文、战国文字、简
牍、帛书等多个古文字学领域均有
深入研究。他对不少长期困扰甲
骨学者的“疑字”“难字”进行了解
说，并将文字研究与历史、考古、语
言学等多领域知识结合起来，通过
跨学科研究方法，推动甲骨学研究
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古代
社会的理解。

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
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帛画、简牍
等珍贵文物，举世震惊。其中，有
字简帛文献达五十余种，具有极高
的学术研究价值。2014年，由裘锡
圭主编，湖南博物院、复旦大学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以下
简称《集成》）对这批珍贵资料作了
系统整理与注释。
成立20年间，中心已出版学术

著作百余种，获得近30项教育部高
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上

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
及60多项其他重要奖项。

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文旅
部等八部委共同启动实施“古文字
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对深
入研究发掘古文字历史思想与文
化价值作出了战略部署。作为首
批“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
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建设单位之
一，中心已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上
有重大影响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
资料信息存储传布的中心。
近年来，现任中心主任刘钊一

直关注并呼吁新技术在古文字整
理研究中的应用，如高清照相技
术、3D打印技术、DNA检测技术以
及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的每一
个动作都会影响我们”。
据介绍，现存甲骨片总数约16

万片，其中大量为残片、碎片。将
这些碎片准确拼合到原始牛骨和
龟甲上，是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大
挑战，而AI技术已成为攻克这一难
题的关键“利器”。
中心近年围绕“先秦秦汉古汉

字资料数据库”与“古文字智慧研
究平台”，还建设有马王堆汉墓简
帛资料库、“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
息库、“四方会同”甲骨著录信息
库、“贯联汗青”简牍缀合信息库，
形成了“二总四专”的古文字数字
资源格局。
“古文字原始形体和隶定形体

的视觉识别难度很大，我们也在积
极思考和探索这方面的技术路径。”
中心成员任攀青年副研究员说。
未来，中心计划围绕古文字数

据采集标注、古文字知识图谱、古
文字视觉识别、古文字知识库开展
工作，打造大模型智能体“AI古文
字专家”，以应用于古文字疑难字
词的考释研究、古文字形体源流谱
系的构建与呈现、汉字教育、书法
教育以及中华文明的探索和推广。

本报记者 张炯强

通讯员 汪蒙琪 王双艺

在上海电机学院与上海智元机器人共建
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场景应用联合实验室”
里，大学生正在调试机器人，让其完成将水瓶
放置到指定区域的任务。一旁的白板上，老
师写下实验室的挑战：“让机器人行走，跑起
来！”这是该校落实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
改革试点的举措之一。
昨天，上海市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

改革试点启动大会在临港新片区举行。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电力
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电机学院5所试
点高校发布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
并与企业签约共建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基地。

为何改
注重与社会需求适配度
应用型高校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力

军。此次改革中，5所试点高校选出各自基础
较好、产业特色明显、校企合作紧密的二级学
院或专业，开展全方位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改
革。上海选择5所高校先行开展试点后，后续
还将逐步推广到全市高校。
记者了解到，本次改革将进一步引导应

用型本科高校转变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人才
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适配度，紧跟科技变革步
伐，对接产业最新需求，主动调整专业设置和
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培养主体由学校向校企
双元转变、培养方式从学科体系为主向以行
业需求为主转变，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与

产业结构“需求侧”精准对接。
5所高校改革亮点各有千秋，但其内涵都

是以“人”为本，以“企”为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微专业+微课程”由

行业龙头或专精特新企业主导、学院协同开
设，重点围绕产业转型急需的新兴技术，既快
速响应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又能精准对
接企业现实岗位需求及未来技术发展需求。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把原有的9个学科性

工科学院实质性重组整合为5个技术学部，今
后按企业岗位所需定向分班。学生入校经过
一年的学习后进行专业分流，实现企业和学
生的双向选择。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实施校内学习和企业

带薪实习分班交替进阶式培养，实现岗位需
求与专业课程、专业课程与职业能力、教学
内容与应用场景、学历证书与资格证书的
“四对接”……

改什么
转为“定制化”培养路径
上海电机学院首届应用型学科专业设置

委员会名单中，6位来自企业，3位来自高校，
产业人数占比超过60%——一支“双师型”的
队伍，正成为5所高校试点改革中的“标配”。
来自产业界的老师，更清楚企业“要什

么”，亦能把一线的真实问题带给大学生，让
学生研究解决“真刀真枪”的问题，在“一线战
场”锤炼实践能力。

在联合实验室里，智元机器人的五台设
备是学生手里的“抢手货”，大伙儿正在练习
拆装、维修这些机器人，企业的相关数据已对
“合作伙伴”开放。上海智元新创技术有限公
司商业伙伴部总经理刘志强为大学生的激情
和创意连连点赞，他指出，具身机器人对应用
场景和技术的要求，远远超过工业机器人，对
人才的需求缺口巨大。
试点高校正根据前沿领域和产业发展需

求加速推进专业布局调整与结构优化，与行
业产业共同制定学科专业建设规划，推动培
养体系从“学科逻辑”向“产业逻辑”转变、培
养方式从“标准化培养”向“定制化培养”转
变，缩短人才供给的响应周期。
“学校正进行‘产业—学科—学位点—专

业’的一体化布局。到2027年，理工科专业占
比由66%提升至72%，招生规模占比由69%
提升至74%。”上海电机学院副院长王宏志介
绍，“学校采用了‘宽口径培养、按需编班’的
培养方式和‘大一结束选专业，大二结束选产
业，大三结束选企业，大四结束选职业’的培
养路径。”

怎么改
让毕业生有职场“即战力”
在上海电机学院院长龚思怡看来，强化

“内功”，是应用型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能力的
必要保障。
“我们的教师主要来自研究型高校，自身

接受的教育也是偏理论的，以科研为导向
的。现在，我们也要把老师送进企业‘修炼’，
同时广开教师队伍建设通道，近三年有30%
的老师是直接从企业引进的。”龚思怡告诉记
者，校方也在创新人才的多元评价制度，创新
设立了产业型教师的职称系列，这些老师不
用专注写论文、申请课题，只要能直接服务企
业的技术研发，取得成果后也能评上副教授、
正教授。

前不久，在上海电机学院举办的2025届
毕业生春季校园招聘会上，来自高端装备、集
成电路等先导产业领域里的100余家优质企
业，纷纷找到了心仪的“未来员工”。不少企
业表示，面对未来AI和机器人工业化的挑战，
具备过硬专业技能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能
力、有一定实习经验、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的大学毕业生，是“香饽饽”。
“这样的‘香饽饽’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

因为这些毕业生具备职场‘即战力’。”上海电
机学院院长龚思怡介绍，本轮改革中，专业里
30%—40%的考核是实践内容，显然不能再通
过一张卷子和一个成绩来评价，“师傅”对“徒
弟”的每日评价将会是一个重要指标。
“过去，工程师强调有动手能力就可以

了，但工程师也需要创新思维和沟通能力。
另外，中国智造业已经全面融入了全球，现在
培养的工程师也要强调语言能力，好让他们
走上国际舞台。”龚思怡补充说。

本报记者 郜阳

今天，“千校万岗 才荟建交”2025上海
建设交通航运人才春季招聘会在上海人才
大厦举行。东方航空、中远海运、交通运输
部东海保障中心、中建八局、上海建工等66
家行业领军企业，提供航运业务、信号通信、

工程技术、机电管理、商务、财务、行政等千
余个岗位。其中，航运类招聘企业首次突破
20家，推出岗位近200个，吸引数千名求职
者应聘。

本报记者 陶磊 陆梓华 摄影报道

沪上5所高校启动应用型本科改革试点

定制人才，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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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届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实习招聘会举行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000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