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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1年12月17日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
号:XZXT-HBZG-01),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仅列示截至2021年12月17日的债务本金余额。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承债主体应向
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的利息、违约金及其他义务按照贷款合同、担保合同、其他相关协议、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2日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与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

上海意容贸易有限公司

贷款合同编号

TTCO-L-S-SHYR-201708-DKHT-01

债务本金余额

115,330,005.97元

担保人(包括抵押人)

中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新年伊始，多所知名高校相继晒出
“就业成绩单”。在北京高校中，清华大
学2021届毕业生共7441人，比2020年
微增400多人，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
98.4%；北京大学校本部毕业生共9704
人，比2020年增加约1600人，毕业生去
向落实率达到98.45%。沪上高校2021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总体稳中向好，多所
高校毕业生总体去向落实率超96%。

梳理毕业生去向，不难发现一些新
动向：制造业、信息技术、教育等行业成
招聘“大户”，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
先进制造的“硬核”科技领域人才需求
最旺盛，行业、企业纷纷大力揽才。

高校不断上升的国内深造率，以及
“考编”热等，则显示了毕业生青睐稳定
的趋势，有别于传统印象中95后、00后
给人的“爱折腾”感。

从应届生就业的地域和城市的选
择来看，来沪、留沪的毕业生均不断增
多，上海已形成吸引人才的“强磁场”。

制造业、信息技术、教
育行业等成招聘“大户”

2021届大学生毕业求职时，哪些行
业“最香”？从上海多所高校发布的
2021届毕业生就业报告来看，制造业、
信息技术、教育等是毕业生就业去向最
集中的领域。

统计显示，上海交大就业人数较多
的行业主要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1396人）、制造业（736人）、
教育（617人）、金融业（497人）、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483人）。

东华大学2021届毕业生中，26.95%
的本科生、38.95%的硕士生进入制造
业，就业单位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纺
织服装、信息软件、金融、现代服务业和
生物制药等领域。

华东理工大学近六成毕业生集中
在制造业、IT业及科研技术服务业。根
据对签约就业毕业生行业流向分布的
统计结果，2021届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

人数比例最高，为38.40%。
上海理工大学2021届签约就业的

毕业生中，流向前三的用人单位行业类
型分别是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和建筑业，分别占比
39.13%、13.07%和7.05%。
“相比上一年，毕业生进入制造业

的就业比例提高了7.91个百分点。”上
海理工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冯
磊告诉记者，先进制造业比如“缺芯”的
集成电路行业人才最紧缺，企业纷纷加
大力度“抢人”。2021年，仅上海华力集
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一家就招走了上
理工73人，比起往年显著增长，开出的
待遇条件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前程无忧发布《2022高校毕业生秋
招行情》显示，毕业生需求最多的行业，
排名首位的是半导体/集成电路。参加
调查的187家半导体企业中，超过一半
招聘计划完成率不足60%。半导体研
发、设计、封测和晶圆生产等产业链上
各路企业急需用人，电子、计算机、能源
和材料等专业的本科、专科和职业学校
毕业生，也是很多半导体、软件和汽车

领域雇主的用人目标。
不过，也有专家坦言，尽管高端制

造业的吸引力正在增强，但仅从“真金
白银”的薪水来看，信息技术行业整体
而言仍然处于招聘市场的“顶端”。

上海交大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顾希
垚告诉记者：“鼓励毕业生进入先进制
造业服务实体经济，攻克卡脖子技术，
这些行业在未来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
力。”他举例说，像2021年来校招聘人数
最多的企业华为，以及中兴等战略科技
型企业；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如商汤科
技、依图科技等，都对人才需求旺盛。
他建议，应届生不要盲目地选择一些赚
“快钱”的行业，一旦行业红利消失，从
长远来说不利于事业发展。

此外，教育行业也频频“霸榜”各高
校毕业生就业去向的前三位。华东师
范大学就业统计数据显示，2172名毕业
生进入教育行业，占比42.94%。相较于
本科生，更高比例的硕士研究生进入教
育—学历类行业就业。上海外国语大
学本科毕业生签约比例最高的行业也
是教育，相较前两年，去往教育业的学

生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

95后、00后追求稳
定成趋势

一个明显趋势是，考研究生、考公
务员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选择，每年，“研
考”“国考”“考编”等相关考试的应届生
报名人数都屡创新高。

从上海多所高校公布的数据来看，
毕业生国内深造率再创新高。上海交
大校本部2021届毕业生国内深造比例
为25.32%，总计2058人，连续三年上
升。华东师大境内升学1224人，比去年
同比增加129人；东华大学本科毕业生
深造率40.2%，近三年来持续稳步提升；
上海理工大学近三年国内升学率逐年
提高，2021年达14.73%，较2020年提高
2.42个百分点。

顾希垚认为，从95后、00后毕业生
的现实选择可见，“求稳”的心态趋势打
破了他们身上“爱折腾”的标签，“现在
的年轻人比较理性，往往先找到一个去
处再考虑下一步的发展。”

前程无忧的调查也显示，多数毕业
生的家长更关注“工作的安全安稳”。
2021年，清华大学签三方就业毕业生的
情况显示，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的占比分别为15.8%、30.3%、
23.8%，合计占比达69.9%，显示着代表
中国顶尖高校毕业生水平的清华学子，
进体制内的比例明显增加。

猎聘近期发布的《未来职场“六感”
研究白皮书》也显示当前职场新人的择
业心态：28.39%的职场人选择“相对安
全稳定的平台，不用经常加班的公司”；
26.77%的职场人选择“考公务员，进入
政府或事业单位”。对此，冯磊建议，毕
业生无论考研还是找工作，都要树立相
对明确的目标和努力方向，而不仅仅是
随大流地盲目选择。

上海形成吸引人才
“强磁场”

从各校统计的毕业生去向来看，上
海对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加。
“双一流”高校中，上海交通大学不

包括交大医学院在内的校本部2021届
签约就业毕业生中，选择留沪工作的人
数最多，达3191人，占比66.84%。华东
师范大学毕业生在沪就业的有2961人，
占就业人数的58.54%。值得注意的是，
华东师大2021年非上海生源在沪就业
人数达2384人，增幅达11.61%。其中，
本科毕业生在上海就业645人，增幅达
52.12%。在上海外国语大学，2021届硕
士毕业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就业，占
签约和合同就业硕士毕业生总人数的
92.64%。其中，在上海就业的硕士毕业
生比重最大，为62.62%；博士毕业生中，
在上海就业的比重最大，为28.13%。

普通高校中，上海海洋大学2021届
本科生就业留沪占比71.50%，研究生就
业留沪占比52.33%。在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上海生源中，96.16%选择留在上
海工作，外地生源中，64.70%优先考虑
在上海就业。

不止是本市毕业生留沪意愿增强，
非本市生源对上海同样青睐有加。
2021年清华签三方就业的毕业生中，本
科生把上海作为最爱的就业地点，占比
22.4%。北大选择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14.06%的本科生去往上海，成为北京之
外的最多去向城市。总体而言，上海对
清北等名校学子的吸引力明显上升。

专家分析，更多毕业生选择上海，
与近年来上海出台的户籍政策有一定
关联。继清北复交、同济、华东师大六
所高校本科毕业生可直接到上海落
户，去年11月底，“上海试点在五个新
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就业的本市应届研
究生毕业生符合基本条件可直接落
户”新政正式发布，为更多本市毕业生
留在“五个新城”和自贸区新片区工作
提振信心。

人才政策还仅是一部分，更重要的
还有上海这座城市在教育、医疗、公共
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加分”让年轻人
决定“锚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
职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继亮说：“一言以
蔽之，上海是一座爱才惜才的友好城
市，作为一座创新之城，与年轻人的‘气
场’一拍即合。”

多所知名高校相继晒出2021届毕业生“就业成绩单”

“硬核”科技领域求贤若渴，上海与年轻人“一拍即合”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即将到来的
新春佳节，上海将为107.58万名困难群
众发放节日补助，支出资金约7.51亿
元。市政府昨天召开会议，就全市2022
年帮困送温暖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
调，要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
爱心，送到困难群众的心头，让困难群众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今年的帮困送温暖活动，将继续依
托“民政牵头、部门尽职、社会参与、街
镇实施”的工作机制组织实施，同时注
重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依据会议明确
的工作方案，民政部门将对重残无业人
员等民政定期定量补助对象、农村低保

户中的不可扶对象、特困供养人员等进
行节日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1000元；
对低保家庭（不含上述享受“特殊对象
节日补助”的人员）和享受因病支出型
贫困生活救助的家庭进行节日补助，补
助标准为1人户700元，每增加1人增
加100元。

同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
对家庭生活困难的登记失业人员发放节
日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750元；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将对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重
点优抚对象（含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节
日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1200元。

副市长彭沉雷出席会议并讲话。

补助超107万人，支出资金约7.51亿元

上海部署2022年帮困送温暖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根据上海中
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在时速超过80
公里的“快速型”冷空气控场下，今晨上
海最低气温将跌至-4℃至0℃。进入
“三九”以来，冷空气南下更趋频繁，本
周申城就将迎来冷空气“三连发”。

现在影响申城的这股冷空气，虽然
强度不强，却是名副其实的“快速型选
手”。气象专家表示，冷空气在陆地的
移动速度通常在每小时20公里至80公
里之间，而这股冷空气在短短两天内就
从北到南跑完了全程，后半程的平均时
速已超过80公里，堪比高速行驶中的小
汽车。

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
今天早晨申城将迎来本次冷空气过程的
最冷时刻——冷空气叠加辐射降温效
应，晴冷升级，市区最低气温跌至冰点，
郊区更低，在-4℃至-2℃，有薄冰或冰
冻，白天最高气温也回升乏力，将止步

于8℃。
如今申城已进入“三九”隆冬时

节，冷空气也频繁造访“冲业绩”。据
预测，本周申城将迎来冷空气“三连
发”，天气状况也将在晴冷和湿冷之间
不断转换。

具体来看，今天白天第一波冷空
气影响刚刚结束，第二股弱冷空气明
天又将抵达，4到5级、阵风6级的北风
将牢牢压制住本市气温回升势头，晴
冷模式继续；第三弹冷空气则将在本
周日左右抵沪，届时弱冷空气与西南
暖湿气流狭路相逢，带来阵阵冬雨，体
感潮湿阴冷。

气象专家表示，总体来看，本周三
股冷空气都属于弱冷空气级别，不会给
本市天气带来大幅跌宕，但在冷空气的
一再打压下，近期气温将很难抬头，无
论是晴朗还是阴雨，冷都是申城天气的
主基调。

“三九”隆冬“冲业绩”，本周将迎冷空气“三连发”

申城今晨最低气温-4℃至0℃

三星堆、海昏侯、南海一号沉船等
考古发现屡屡引发全民关注热潮，此前
“科技含量最高”的三星堆遗址发掘，也
展示了“中国气派”的现代考古学发
展。我国拥有5000多年历史和丰富的
文化遗产，如何让文化遗产更好地“活”
在当下，亟待考古、文博等冷门专业的
人才培养跟上旺盛的文化需求。

日前，上海大学成立国内高校首
个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中国文
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
翔担任该学院的名誉院长。这位故宫
“ 前 掌 门 ”在 线 带 来 的“ 院 长 第 一
课”——《中华文脉与文化自信》，吸引
超过155万人次直播观看。
“中国已成功申报56项世界文化

遗产，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
的国家。一直以来，我们不缺文化资
源，缺的是人文关怀。”单霁翔从我国
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1987年成功申报长城、敦煌
莫高窟等六项世界遗产讲起，回顾了
一次次文化遗产的抢救行动，以及全
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态度的转变。

这座遗址公园的观
众，七八成是年轻人

中华文化遗产丰富，文化基础得天
独厚，但在国际上的知晓度仍有待提
升。一次论坛上，单霁翔遇到了一位外
国大使，对方竟不知中国有五千年历

史。于是，单霁翔特意在随后的发言中
着重介绍了5300多年历史的良渚古城，
以实证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最让我感动的是良渚古城遗址，那是
五千年中华文明得到实证的地方”。

单霁翔还讲述了这座公园的“诞
生”故事。原来，这座考古遗址进行整
治之初，几乎属于“被淹没”状态，周围
杂乱无章，遍布废品回收站、印刷厂、
农田、水塔等，周边群山开山采石，尘
土飞扬。经整治，如今的遗址已成为
呈现五千年文明景观的国家级考古遗
址公园，经过复原的粮仓、稻田和水城
门等独特的景观，无不还原了当年人
们的生活状态。秋收时节，公园还会
举办收割活动，吸引不少人携家带口
地参与。最令单霁翔欣慰的是，“开园
后，每天参观人数众多，其中70%-80%
是年轻人”。

良渚古城是一个缩影，单霁翔说，
如今，150个考古遗址公园在全国各地
铺开推进，很多已建成遗址公园对公
众开放，比如汉阳陵、隋唐洛阳城、成
都的金沙遗址、长沙的铜官窑遗址等。

文化遗产保护与经
济发展并不矛盾

如何让更多文化遗产“活”起来，
从而能更好地在当代传承下去？单霁
翔以杭州西湖、厦门鼓浪屿等地数十
年的实践说明，“一座历史性城市要保
护老城、建设新城，两者才能相映生
辉”。单霁翔说，这是建筑学家梁思成

的主张，如今正在变成现实。
杭州西湖占据了杭州市中心广阔

的区域，被称为“三面云山一面城”。
西湖从本世纪初启动申遗，这意味着
“三面云山”周围，不能再新建任何损
害景观的建筑。“今天，无论荡舟西湖，
还是漫步苏堤，看不到任何一栋侵入
西湖文化景观的不协调建筑，这就是
文化的力量。”单霁翔说。

那么，杭州的经济发展因此受影
响了吗？答案是：没有！在西湖申遗
的过程中，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钱
塘江时代”，在钱塘江两岸建了新城，
G20峰会把新的杭州城景观传遍世界。

不少文化遗产都是现在的旅游胜
地，单霁翔认为，除了优美的自然风
光，更应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开
发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长期以来人
们把厦门鼓浪屿看作旅游海岛，其实
它最重要的价值是岛上的“国际历史
社区”，在这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居
民和谐共居，各国风情的历史建筑遍
布全岛，让鼓浪屿被称为“世界建筑博
览会”，并于2017年成功申遗。不过，
随之而来的过多游客，一度冲击了岛
民原本平静的生活。
“保护这样国际社区的文化氛围，

而不是过度的开放旅游，方能使文化
遗产持续健康地发展。”单霁翔介绍，
经数年系统整治，鼓浪屿上影响景观
的新建筑被拆除，历史原状获得恢
复。此外，鼓浪屿从每年接待十二三
万人，降至只接待五万人，以此保障岛
民生活不受打扰。如今，钢琴声继续
悠扬响起、国际足球场经常举办比赛，

岛上的童声合唱团歌声阵阵……

为文化遗产保护培
养更多生力军

在震惊世人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
掘中，上海大学作为上海市唯一团队
参与了三星堆3号坑的发掘，圆满完成
任务。外人不知，这支考古团队平均
年龄只有25岁，领衔的是90后上海大
学文学院讲师徐斐宏博士。

从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到传
统文化传承和延续，需要更多专业人
才、年轻人的加入。为培养更多的“生
力军”，推动新文科建设和学科交叉融
合，上海大学新成立的学院将图书情
报档案系、文学院考古学专业、文化遗
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等院系、平台
合并成立。新学院还将与上海大学图
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三馆融合发展，
同时集结一批文博名师、行业专家，组
成强大的师资队伍。

据悉，这些专家曾先后参与对三
峡工程、大运河申遗考古项目、广富林
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乐山大佛、秦始皇
兵马俑等重要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
究，以及三星堆、海昏侯墓及南海一号
沉船等国家重点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
保护工作。他们在数字档案馆、海洋考
古、山地考古、石质文物保护、硅酸盐
质文物保护、文物保护材料、考古发掘
现场文物保护、智慧博物馆等领域具
有丰富经验，未来将与年轻人一起奔
跑在文化遗产保护最前沿“现场”。

故宫“前掌门”单霁翔在上大开讲文化遗产如何“活”在当下

遗址公园“热”了，期待考古专业也能“冷转热”

（上接第一版）新纳入名录的静安区音花
园，面积虽不足1000平方米，“能量”却
不小——获评2021年最美街心花园一
等奖。音花园的前身只是一个临时停
车场，为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相关方
面对其进行改造，引入音乐作为主题，
用乐器和五线谱衍化的设计语言，重塑
绿地空间。以喇叭为原型的艺术装置，
通过红外感应的互动形式，播放鸟鸣、
流水等自然之声。公园的视觉焦点是
榔榆和丝棉木的双生树，体量巨大，树形
优美，这样的自然天工在公共绿地内可
以说十分鲜见。

乡村公园是上海构建公园城市的关
键所在，本次新增的乡村公园都是开放
休闲林地。面积最大的是崇明区横沙开
放休闲林地东江乡村公园，达1087亩，以
“海岛氧吧，骑乐无穷”为主题，串联原味
休闲体验区、生态科普纯氧区、悠闲乡邻
慢活区。相对“袖珍”的是闵行区泾彩林

开放休闲林地泾彩林乡村公园，有32亩。
此外，新纳入主题公园名录的是金

山区“花开海上”，被列为生态主题公园，
面积达800亩。

更多绿色空间为市民共享

一座公园，连接着市民与生态，有相
当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为了更好回应人
民群众对城市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上
海把公园姓“公”理念贯穿始终，把最好
的资源留给人民。

在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中，绿化
部门组织召开多场座谈会，常态化问
计于民。

公园门票的变化，牵动着市民心弦，
也是一座城市开放度和绿色获得感的体

现。近几年，上海进一步加快了公园免
费开放的进程。2020年至今，桂林公
园、炮台湾湿地公园、共青森林公园、滨
江森林公园、世纪公园先后免费开放。
今年起，上海又一大公园——上海植物
园宣布加入免费开放行列，仅保留专类
园小门票。一张卖了40多年的公园门
票退出历史舞台，体现的是为民惠民的
决心和实实在在的行动。绿化部门表
示，今后，除专类公园和古典园林因保
护、科研等需要暂不实施免费开放外，
上海将进一步研究针对森林类和综合
性公园的免费开放政策。公园免门票
并不意味着一免了之，园方会对原有布
局、设施进行升级，完善母婴室、学雷锋
服务站、爱心接力站等功能，更好为游客
提供服务。

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
中心主任刘悦来认为，公园作为城市开
放空间的重要类型，是直接面向市民提
供基础服务公平公正的重要体现，全面
深度开放是趋势，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
的全时开放，还包括门票等进入门槛和
障碍的取消，让广大人民群众以最便利
可达的方式使用这些公共资源。
“这对公共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求，也是考验市政服务能力的时候。”他
还表示，大家希冀在取消门票之后服务
水准不减，这些服务也能由更多的社会
力量和社会组织来共同参与提供，实现
多元共治，其核心价值是市民是否更有
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否可以更
多地通过在地自治社群参与公园的建
设、维护、管理，更有归属感和地方荣誉
感，从而真正实现人民主体性的不断提
升，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

包括人才政策在内的多方面综合“加分”让更多毕业生“锚定”上海。 制图：李洁

532座！上海“千园城市”建设进度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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