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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推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将发布、筹集20万个政策性岗位和社会化岗位

充满活力、数量庞大的实体经济是
稳增长促就业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
江苏将加大援企稳岗力度纳入“苏政
42条”中统筹研究部署，围绕受疫情冲
击较大的文化旅游、交通物流、住宿餐
饮等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
诉求和建议，出台针对性政策措施，稳
定就业岗位。

发挥好重大项目的就业“增容器”作
用，重点推进22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纳
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
建设，进一步创造岗位需求，开辟就业空
间。以常州市为例，该市坚持制造业立
市，加快布局新能源产业。一季度全市
新能源领域核心制造业实现产值
1046.9亿元，同比增长37.7%，92家新

能源龙头骨干企业预计今年增加用工6
万人，其中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约2.4
万个。

为帮助毕业生拥有适应地方产业发
展的就业能力，江苏将加强技能培训，按
规定落实好职业培训补贴政策，重点围
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等岗位开设培训课程。普及创业培
训，对高校、职校、技校在校生和毕业生，
开展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培训，确保全
年培训不少于30万人次，在大学生心中
播下创业的“种子”。拓展新职业培训，
开发一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
经济技能提升培训课程，为高校毕业生
开设中短期技能培训班，拓展就业创业
本领。

为促进就业信息高效匹配，江苏
将充分运用线上线下各种渠道，为高
校毕业生提供全天候、不断档的求职
招聘服务。

推动省人社厅的“就在江苏”智慧就
业服务平台和省教育厅的“24365”大学
生就业服务平台贯通融合，推广应用人
社“苏心聘”手机App，引入直播招聘、
短视频招聘等新模式，畅通毕业生全天
候求职渠道。高频发布举办“创响江苏”
系列招聘，持续开展“百日百万”大中城
市联合招聘和校地对接“江苏行”“四对
接”“四走进”等活动，确保时时有信息、
周周有专场、月月有活动。

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提
供职业能力测评、生涯规划、求职技巧、
职场导航、就业训练营等就业指导活动，
帮助高校毕业生合理设定就业目标、提
升求职能力、提高求职成功率。

兜牢就业底线。对未就业毕业生和
登记失业青年采取“一人一档、一人一
策”，普遍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和培
训见习，依靠“不断线”的实名跟踪帮扶，
实现就业服务更加精准高效。为每一名
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身有
残疾等未就业毕业生精准推送3个以上
岗位，帮助他们顺利就业。

据中江网

充足的岗位是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
业的根本保障。为扩大就业渠道，江苏
人社部门充分发挥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牵头协调作用，挖潜用好政策性岗
位，如配合省委组织部完成0.91万个公
务员录用到岗，会同教育、卫健等部门筹
集不少于3.2万个事业单位岗位，会同省
国资委开发不少于2.2万个国有企业岗
位，会同科技部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设
立不少于0.8万个科研助理岗位等等。

推动落实政府购买就业公共服务制
度。省人社厅将联手市场化招聘平台和
人力资源服务骨干企业在公共人力资
源市场发布招聘信息、到“就在江苏”智
慧就业服务平台开设就业旗舰店，将社
会化服务力量转化为就业服务专员，充
分发挥广大民营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
主渠道作用，在6月底前筹集不少于10
万个高质量社会化岗位。

聚焦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和
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会同教育、科
技、工信、民政、财政、商务、国资、共青
团、工商联等9个部门聚力实施十万就
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重点在人工智能、
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深度
挖掘科研类、技术技能类、管理类、社会
服务类见习岗位，提高见习岗位吸引力
和留用率，见习补贴、税费抵扣等政策

“应享尽享”。
强化基层就业引导。采取社区工作

者队伍空岗补员、政府购买服务等措
施，引导毕业生到健康养老、社区防控、
社会服务等领域施展才干。稳定“三支
一扶”、乡村振兴等基层就业项目招募
规模，落实好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优先招录、高定工资、考研加分等
支持政策，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
就业。

距离高校毕业生集中离校还有不到两个月。记者5月19日

从省政府召开的全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上获悉，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江苏将发布不

少于10万个面向高校毕业生的政策性岗位招录计划，6月底前筹

集不少于10万个高质量社会化岗位，力争新开发10万个见习岗

位并全员到岗，全年支持不少于3万名大学生创业。

精准对接就业信息

最大限度筹岗拓岗

协同联动促进就业▶

▶▶

▶

学生从“吃得饱”到
“吃得营养健康”

鱼香肉丝、炒白瓜、酸菜汤……
18日中午，记者在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越西县文星小学校食堂看
到，热腾腾的餐食摆在食堂窗口，孩
子们排队盛饭。食堂外的公示栏张
贴着一周菜谱，午饭通常是米饭加
一荤两素一汤。

受益于2011年全国启动实施
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这所以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为
主要生源的小学，每天向全校3000
多名学生提供一顿国家补助的免费
营养午餐。学生们说，“喜欢吃学校
的饭”。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的“一餐饭”，改变了农村孩子过
去“冷菜冷饭”“豆芽拌饭”的状况，
逐步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好”转
变。校长孟先林说，营养餐改善了
山区孩子的身体状况，孩子们长高
了、变壮实了。

营养餐，正在变得制作更先进、
搭配更科学。大连市第十五中学建
立“特色餐食谱数据库”，厨师根据
时令节气、饮食禁忌、学生喜好等在
数据库中选择出餐，保证均衡搭配、
营养达标，营养餐天天不重样，特色
餐周周有更新。

广州黄埔区开元学校引进机器
人“数字大厨”，通过精准温控，实现
去厨师化全自动生鲜现做餐食，给
学生提供更健康、更好吃、更安全的
营养餐。

消除饮食误区，培养
良好习惯

在学生整体营养健康水平大大
提升的同时，由饮食误区和不良饮
食习惯等带来的营养不良及营养过
剩等问题仍不容忽视。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临床
营养科主任孟德姣说，一方面，钙、
铁、维生素D、维生素A等微量营养
素摄入不足较为常见；另一方面，

“小胖墩”增长趋势明显，高血脂、高
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低龄化问题也在显现。

喝果汁代替吃水果、吃水果代
替吃蔬菜、吃鱼油代替吃鱼、吃维生
素代替吃蔬菜……这些饮食误区还
广泛存在。

广东省中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
生林淑娴说，水果在榨汁过程中营养
物质易流失，推荐吃完整新鲜的天然
食物；水果的营养素总体含量及抗氧
化能力不及蔬菜；没有任何一种食品
补充剂可以完全模拟食物本身，营养
品无法取代食物。

辽宁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
院院长樊旭表示，高能量不代表高
营养。“重油重辣、高油高盐”食品往
往出现在学生的“愿望清单”里，有
些学生甚至错误地把奶茶、辣条、烤
肠、薯片、冰淇淋等当成首选零食。
他建议在青少年时期应以谷薯类等
五大类食物为主，保证膳食均衡，每
天摄入蔬果、谷薯、鱼肉蛋奶豆及适
量植物油。

科学食养，助力学生
健康成长

尽管各地中小学生营养餐食谱千
变万化，但根据《学生餐营养指南》《营
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其共同点都
必须满足食物种类多样、控油减盐减
糖、清淡等特点。

在保障学生营养的基础上，加强
“食育”必不可少。一些学校开设相关
课程、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引导学生科
学膳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辽宁省实验学校开发“食育课
程”，涵盖“知食物”“知食礼”“知食器”

“知食文化”等内容，学生们通过动手
种植、烹饪实践，领悟美食文化，培养
勤俭节约精神。

大连市第十五中学开展了“健康
饮食 从我做起”主题创作画征集活
动，学生们在查阅资料进行艺术创作
的过程中，对过量摄取零食和饮料的
危害有了更全面认识。很多学生在零
食的选择上实现了由薯片、辣条、果冻
等向水果、牛奶等更有营养的食品转
变，课桌上的各种饮料也被一个又一
个保温杯取代。

大连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赵宏建
议，学校可以定期开展“饮食安全”主
题班会，通过健康饮食讨论，让学生
认识到暴饮暴食、偏食挑食等不良
饮食习惯的危害。还可以利用学校
电子显示屏、班级微信群等，推出贴
近学生实际的营养知识宣传资料，
为学生的健康自我管理提供科学方
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正确饮食习惯
和健康生活方式。

新华社记者郑天虹

从营养餐到科学食养

如何守护学生健康？
5月 20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的主题是

“科学食养 助力儿童健康成长”。“互联网+明厨亮
灶”，专家设计学生食谱天天不重样……记者了解
到，全国多地中小学正不断提高学生营养餐质量，
引导学生科学膳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