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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署名文章不代表本报立场)

毕业季接近尾声，这届大学毕
业生就业情况如何，持续吸引媒体
注意力。纵观各类报道不难发现，
尽管受疫情影响，一些往年的热门
就业领域出现萎缩，但新岗位好岗
位仍然不少，难的是有效链接供
需，提高各类用人单位的吸引力，
挖掘小微岗位的“真香”潜质，进一
步释放就业市场的想象力。

今年，大学生就业市场无疑遭
到了两面夹击：一面是再创新高的
高校毕业生人数，另一面是疫情乌
云下，不少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下
降，供需对接形式受限，就业难度
高于往年。稳就业居“六稳”之首，
高校大学生就业又是稳就业的重
头戏，从高校到各类职能部门，从
企业到各类社会组织都在想办法、
拓渠道，提高就业吸纳能力。

这种局面下，提高小微岗位吸
引力成了关键。去年底，我国中小
企业突破3000万家，贡献了80%以
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岗位，支撑着
就业增长的基本盘。然而在就业
市场，行业头部企业的高薪岗位招
人不难，难的恰恰是中小企业、偏
远基层、广袤农村、公益机构这些
称不上“香饽饽”的用人单位。绝
大多数大学生努力寻找的只是最
符合自己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岗
位。提高岗位和人才的匹配度，正
成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的
重要着力点。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
经历了近乎20年寒窗的大学毕业
生来说，找一份高回报工作的追求
再正当不过。但如果仅仅用“钱多
事少离家近”来定义高回报，那既

是对大学生人生境界的矮化，也是
对用人单位的设限。服务人民的
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对崇
高事业的奉献……这些都是岗位
能提供的、具有实实在在吸引力的
要素。大学同学吴某，一毕业就入
职一家公益机构，虽然薪酬一直比
较微薄，但他的人生因这份工作而
充沛、饱满，他围绕公益事业所做
的其他人生规划，也在非常顺利地
进行。

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发现，围绕
提高大学生对中小企业、基层机
关、广袤农村、公益机构的岗位认
可度，可做的文章还很多。首先，
凸显价值吸引，无论是寻找创业

“合伙人”还是事业“追梦人”，确保
志同道合是重要前提。其次，解决
信息不对称问题，让更多灵活新颖

又不失专业规范的岗位信息能直
达毕业生面前。再次，制订具有吸
引力的人才培养计划，形成爱才惜
才用才的氛围，毕业生看得见未
来，自然愿意进门来。当然，相关
部门的政策帮扶也不能缺位，例如
浙江经过多年扶持，培养了一大批
积极投身乡村产业的大学生“农创
客”，他们身上蕴藏着改变乡村面
貌的巨大能量。

总而言之，大学生就业不是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简单配对，而
是涉及个体人生追求和现实条件
的细致活。帮助毕业生发掘小微
岗位的“真香”属性，是让更多中小
企业、偏远基层、广袤农村、公益组
织找到适合人才的捷径，也考验着
我们的耐心与责任。

（转自《浙江日报》）

让小微岗位更香
□张萍

推行垃圾分类最关键的是要
市民的配合与支持，但对于许多市
民来说，不是不愿意分类，而是不
知道如何分类。因此如何帮助居
民更方便地正确分类投放十分重
要。智能化时代，以科技助力垃圾
分类，无疑会让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的主动性增强。

如何建立从源头分类到终端处
理的科学机制，关系到垃圾分类的
最终成效。目前我区生活垃圾分类
基本还是依赖于居民的人工分类，
这两年，我们虽然在分类知识的普
及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受认知程度

和知识接受程度的影响，许多人尤
其是老年居民的自主分类还是有障
碍。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都在大
力探索“科技+管理”长效机制，采取
建立可追溯信息化系统、在垃圾投
放点加装智能设备等方式，有效提
升了垃圾分类覆盖率。

从表面上看，垃圾分类只是生
活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它的背后是
关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事。让科技
为垃圾分类赋能，改变的不仅仅是
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垃圾处理
模式，更重要的是它将建立起一个
立足当下、兼顾未来的系统性工程。

传统的垃圾处理模式往往面
临管理人员需求量大、分类精准投
放率不高、终端处理不彻底等问
题，每一个环节的问题都直接影响
垃圾分类的最终成效。要解决这
些，既需要“人治”，也需要“物
治”。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人
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为我们解
决传统的陈旧性问题提供了新的
途径。例如目前上海部分小区已
经上线的智能垃圾分类机，居民安
装相应的APP后，站在机箱前快速
识别人脸信息，投放后垃圾积分将
精准计入用户账户。科技力量的

介入，让社会治理臻于精微。
针对海岛地区实际，下一步我

们能否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科学补齐垃圾分类的短板
呢？除了现有的投放端，是否可以
在分拣、处理等环节提升自动化水
平？能否通过物联网跟踪垃圾分
类处理的流程和效果？这需要相
关部门打破传统工作模式，充分运
用互联网思维，大胆引进并应用新
技术，用科技激活社区的神经元细
胞，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
中让垃圾分类更有“现代范儿”与

“人情味”。

让科技为垃圾分类赋能
□子陌

近日召开的全区建设平安普陀
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和创新县
域社会治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争
创平安建设更高荣誉。

多年来，我区坚持一任接着一
任干，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连续十
五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平安
区”，并在今年捧回全省首批“一星
平安金鼎”。荣誉背后是层层压实
的责任，也是制度创新的推动。十
五年来，普陀创新性得将“枫桥经
验”从陆上延伸到海上，从经济、政
治、文化和社会等多个层面打造宽
领域、大范围、多层次的大平安，把
平安这棵大树的根深深扎进经济社
会的土壤。

平安，是百姓安居乐业之源，也
是地方发展之本。建设平安普陀，

就是以民生为导向，不断满足老百
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普陀在全国
率先将“最多跑一次”改革引入社会
治理领域，建成实体化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中心，使百姓的诉求得
到回应、问题得到解决，幸福感得到
提升。2019年全区刑事案件立案数
下降13.7%，“两抢”案件下降50%，
安全生产死亡人数下降21.4%，位居
全省前列。平安提升了普陀的幸福
成色，也保障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

备预不虞，治理常道。当前，平
安建设仍面临一些风险隐患和问题
短板，我们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不断完善平安建设的制度体
系，守住“稳”的底线，打好“进”的主动
仗，只有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
见叶知秋的敏锐，才能让平安长存。

平安是幸福的底色
□周言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分局组织
开展城区夜市及周边食品安全专
项检查行动，努力为市民打造安
全、放心的购物消费环境。城市需
要活力，也需要秩序，地摊经济的
繁荣离不开“守夜人”。大家在欢
欢喜喜逛夜市的同时，应当给守护
平安的公安干警、维护洁净的环卫
工人以及忠于职守的市场监管人
员道声辛苦。

“有些城市街边到处是小店，
卖什么的都有，不仅方便群众生
活，整个城市也充满活力。但有的

城市规划、管理观念存在偏差，一
味追求‘环境整洁’，牺牲了许多小
商铺。”李克强总理批评这样的城
市是毫无活力的“死城”。总理的
话，道出了活力与秩序、服务与管
理的辩证关系。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不是蛮
政，就是懒政，一座城市就难免在

“一刀切”中“伤痕累累”。城市的
夜市，同样不是“开与不开”的简单
问题，而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检验，需要因地、因时制宜，
常态动态管理，需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精准施策，趋
便捷之利、避乱象之害。

过去吃野菜是无奈，现在吃野菜
是品味。同样道理，如今的夜市不能
是粗陋低档的老样子，而应该是既安
全可靠又井然有序的升级版。520
幸福街?潮生夜市闪亮登场，提升了
普陀“海上花园会客厅”的品味，满足
了市民、游客高质量夜生活的需求，
内中包含着治理智慧、谋划心血。

当下,地摊经济在各地风起云
涌，“摆地摊”成为新时尚。当人们
为城市烟火气叫好的同时，也要警

惕种种乱象。比如，假冒伪劣是否
会沉渣泛起，食品安全是否会暗藏
隐患，交通秩序是否会受到影响，
等等。放心消费、快乐享受，无不
需要相关执法部门当好“守夜人”。

文明的夜市更聚人气，需要在
吃透民需民意的基础上精准服务、
有序疏导，依法治理、有力保障。
尤其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决战
决胜阶段，更要让城市的夜市成为
亮点而不是乱点。这需要政府部
门齐抓共管，也需要经营户、消费
者共同呵护。

地摊经济需要“守夜人”
□阿培

6月19日，《今日普陀》一则报
道给广大老旧楼房住户带来喜讯：
为有效解决无物业管理小区以及
零散片区管理混乱、环境脏乱差和
安全等问题，我区将对城区内暂不
具备市场化物业管理条件的居民
小区引入有偿的基本物业（准物
业）服务，争取明年实现居民小区
物业管理全覆盖。

据统计，我区无物业、无业委会
管理的住宅楼共有961幢。这些老
旧住宅大都建于上世纪90年代前，
限于当时规划设计标准低和福利住
房的建设体制，无物业管理成为先
天缺陷，至今楼体破损严重，周边环

境难尽人意。2019年开启的老旧住
宅小区改造三年攻坚行动，使一批
老旧住宅小区墙白了、地平了、下水
通了，居住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但
如果管理跟不上，过不了多久，好环
境又会退化，小问题又会积累成大
问题。可见，无论是改造了还是没
改造，物业管理缺失始终是老旧住
宅小区的一大痛点。

一座城市的美丽宜居，不仅体现
为气派的建筑、宽阔的街区，也表现
为温馨整洁的老小区、井井有条的旧
街巷。老旧住宅小区并非一定就是
破败住地，前者是岁月的痕迹，后者
则缘自疏于管护。老旧住宅小区，如

果维护管理得好，能保持长久魅力，
让生活在其中的人难舍难离；如果放
任不管，即使是刚刚整饬一新，只怕
改造的努力最终会付诸东流，百姓得
到的实惠也只会是昙花一现。

小区环境三分靠建、七分靠
管，可这“七分管”做起来难度不
小。这其中，既有历史原因造成的
老问题，比如老旧住宅基本未按建
设部要求建立维修资金，公共维修
资金缺乏；又有城市发展带来的新
问题，比如高层住户要求加装电梯
的呼声日益强烈；更有治理能力跟
不上时代需求的“软件”问题，比如
如何协调社区治理、业主自治、专

业服务三者关系，等等。推进老旧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就是要勇于直
面问题，积极化解难题，填平这一
社会治理的洼地。

不久前出台的《普陀区居民小
区物业管理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
是推进我区老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
工作的行动指南。按照这一行动指
南，群众思想工作做到家，具体执行
方案再细化，物业服务监督不放松，
政府支持政策落到位……老旧住宅
小区物业失管、弃管问题一定能得
到逐步解决，从而使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升居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老旧小区也需要物业管理
□谭野

“普陀：5个月腾出近2000个停
车位”，6月18日《舟山日报》头版头
条标题，让人读出政府缓解停车难
的决心、老百姓停车的舒心。沈家
门老城区寸土寸金，能在短时间内

“变”出近2000个停车位，说明只要
做到千方百计，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于无处停车的苦楚，老城区
居民最有体会。市民蒋爱玲住在沈
家门街道东大社区新春弄，因周边
没有停车场，吃够了找停车位的
苦。“有次我外甥女来吃顿饭，接了
4个挪车电话，心真躁煞，再也不来
了。”不过现在，蒋爱玲的心情好多
了，因为陈家塘地块征收后建起了
停车场，不仅停车方便多了，环境秩
序也好了。

去年以来，我区利用未出让的
拆迁地块建停车场，在墩头、教场、
小蒲湾等处新增了近 1500个车
位。同时在盘活停车资源上做文
章。在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下，
东港中学、东港集团、区人民检察院
等18家国企行政事业单位，在双休
日等法定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开放单
位内部车位452个，最大限度缓解
停车难题。不过，缓解停车难远未

到一劳永逸的程度，还需进一步挖
掘潜力。

老城区可供开发利用的空间毕
竟有限，而市民找车位碰运气现象
也并未因车位增加而完全消除。道
路原本就不宽敞，再因为找车位而
来回兜圈子，显然会堵路又堵心。
因此，有必要开发智慧停车系统，让
市民通过手机，方便查看哪有虚位，
这样就能大大提高效率。

老城区还可以开发智能收费系
统，鼓励更多单位和个人把专属车
位变成共享车位。需要停车的人用
手机“扫一扫”就能借用私家车位，
而出门在外的车主则可以时不时收
到微信“红包”，岂不是皆大欢喜？
可见，促进停车资源共享，与其喊破
嗓子，不如让停车位变得聪明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城市更
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前景广阔。”解决停车难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各方
利益、统筹多方力量。面对这一课
题，数字化技术不仅能降低管理成
本，还能提高治理效率，从而实现停
车服务品质化、精细化。

让停车位“聪明”起来
□简之

6月17日早晨，一名男子出现
在浦西公园西侧的巨型雕塑顶部，
并不时做出危险动作。经过民警和
消防救援队员1个多小时的耐心劝
导，男子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这事当时在朋友圈“现场直播”，后
又经媒体报道广为人知。

现实生活中，或因家庭矛盾，或
因讨薪纠纷要跳楼、跳海的人屡见
报端，这种行为不但危及自身，还往
往将施救者置于险境。多年前，普
陀就有丁红武等数位英雄因下海抢
救轻生者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
命。每次上演跳楼之类的“惊险
剧”，都会不同程度地妨碍公共秩
序。然而，化险为夷之后却很少见
到事件当事者被惩处。

这名男子为何爬上城雕做危险
动作虽然还在调查，但其行为造成了
危害公共秩序的后果。每一条生命
都是宝贵的，大家应该庆幸这名男子

有惊无险，也应该点赞民警、消防救
援队员的成功施救，但不能容忍这种
拿生命当儿戏的极端行为。有关部
门应依法对这名男子作出相应处罚。

不可否认，上演“跳楼秀”的，亦
或冲动之下跳海的，多半都是“可怜
人”，这或许是执法部门很少追究的
原因所在。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
处，他们原本应该通过正当渠道表
达诉求、化解矛盾，却采取这种以死
相逼的极端方式，可谓害己又害
人。对此，只有依法惩戒，才能表明
法律立场，通过加大违法成本，让

“后来人”在选择非常手段时多些顾
虑、多些畏惧，而不是毫无顾忌地

“想跳就跳”。
这名男子因为爬上巨型城雕而

被众人瞩目，那就不妨让他现身说
法，让市民知道这种危险行为违反
了哪条法律法规、要受到哪些处罚，
这样也算“将功补过”。

不妨让爬城雕男现身说法
□小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