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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秋季最大规模毕业生招聘会昨

天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行，1325家单

位现场带来用人需求3.2万个，吸引全市

各高校2.5万名学生线下参会，投递简历

超23万份，达成初步意向6000余人次。

当天，宝冶集团、中电金信、泓明供

应链等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现场签订就业

协议。“我非常庆幸这么短的时间里，就

找到了一份前景好又适合自己的工作。”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大四学生胡泉清告诉

记者。今年7月，中电金信和胡泉清所

在的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面向智能汽车

领域人才需求，首度合作“人才共建

班”。“因此，我和同学有机会在大三暑

假前往企业实习，并在今天正式敲定就

业协议。”

抢抓校园招聘黄金期，助力毕业生

和用人单位“双向奔赴”，此次招聘会也

是全市十余家委办局共同举办的上海市

2024届秋季高校毕业生系列招聘活动

暨2023年上海市秋季校园招聘月活动

之一。此后全市高校将陆续举办分学

科、分层次、分行业专场招聘会，并同步

举行网络招聘专场，全力促进2024届高

校毕业生“早求职、早就业、就好业”。

前沿行业和高科技领域
吸引力大

昨天的招聘会现场人气火爆，千余

家单位求贤若渴，近半数属于高新技术

企业。其中，国有企业273家、世界500

强企业76家、中国500强企业93家、“专

精特新”企业212家，涵盖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多个行业。记者看

到，现场分设多个特色专区，既有“国资

骐骥”“金招荟”“张江科创”“临港新片

区”“专精特新”等专区，也有各地区人社

部门组团引才专区。占据“C位”的国资

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每个摊位前都

大排长龙。

前沿行业和高科技领域对应届生的

吸引力不断加大。上海大学食品科学研

三学生陈晓镝专门从宝山区赶来参会，

她感兴趣的是一家化妆品行业的第三方

检测公司。“临床研究、创新研究、人体安

全性和功效性测试等岗位方向，我正好

都有相关的实验基础。”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源与材料专业

研三学生袁宁宁告诉记者：“我决定奔着

代表未来的朝阳行业找工作，就业首选

上海，因为这里集中了几乎所有前沿行业和大量的科技创新型

企业，它们未必是央企、国企或‘大厂’，但非常有潜力，薪资待遇

往往也很不错。”她从今年9月开始线上线下投简历，目前已有

两份offer在手。当天在现场她又看中一家位于金山区的生物

材料领域公司。

为集聚更多优秀人才，各区争相拿出最优政策引人才、最优

服务留人才。黄浦、宝山、松江、奉贤等区创新辟出各具风采的

展示区，从区情宣传，到人才政策、人才公寓，释放出强烈的引才

信号，满满的诚意吸引了大量毕业生前往咨询。

在不少应届生看来，企业所处的区位不再是求职关注的重

点项。“不少公司还提供员工宿舍或租房补贴等福利，各区也有

针对应届生的人才公寓，所以我不会特别在意公司的地理位

置。”陈晓镝说。

招聘“前置”有新招，三方共赢加深合作

今年，不少企业招聘从校企合作的“新招”中尝到了甜头。

中电金信智能汽车事业部总经理洪涛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现

在企业急需智能汽车技术人才，但行业招聘的人才稳定性较低、

培养成本较高，所以今年首次将招聘“前置”，开设校企合作“人

才共建班”，主要面向大三和研二的学生开展宣讲、培训和实习。

“经过三个月左右的实习，通过一些具体的课题合作，不仅

能让学生课程学得更扎实，也能有效缩短入职后企业的培养时

间。”他表示，这是一个企业、学校、学生三方共赢的行业人才培

养机制，明年还会扩大规模，加深合作。

对此，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经晓峰表示，校企

双方在人才培养和输送方面一拍即合，不断向前延伸。眼下，学

校不少产学研合作项目正逐步升级为“人才战略合作”。他表

示，上海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越来越完善，手段越来越科学、

精准，针对不同学校、专业和需求的学生，线上线下招聘会持续

提升精准匹配度。

为解答毕业生疑问、帮助解决后顾之忧，本次招聘会现场，

市教委、学生事务中心搭建校企对接平台，提供就业政策咨询服

务；市房管局整理房源信息，提供毕业生专项租房政策咨询；市

人社部门从人才政策、职业指导以及社保与劳动合同等方面为

学生提供暖心服务。同日，市教委聘任了新一批就业导师，为毕

业生提供个性化指导服务。人社相关部门与华东师范大学、上

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12所院校共同启动“求职能力实训

营”，进一步帮助学生提升自我认知、信息分类、就业规划等综合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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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单位现场带来
用人需求 . 万个，吸引全市
高校 . 万名学生参加

大城养老新探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昨天，“160年人道之旅笃行不怠”

图片展上海巡展开幕。此次展出的100多幅照片和视频，讲述

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160年来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

红十字会近120年来的辉煌历程及上海市红十字会的改革发展

成就。

今年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

160周年。160年来，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全球拥有190

多个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以及逾1亿志愿工作者。上

海是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地，自成立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在重

大灾害救援、保护生命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本次图片展地点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展出时间为

10月25日至11月7日（周一闭馆），市民可免费观展，团队观

展可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公众订阅号上预约讲解参观。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

竺，上海市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华源出席。

“   年人道之旅笃行不怠”
图片展上海巡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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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您今年多大啦？”

“我今年38岁。”

“您知道现在在哪里吗？”

“这里是我老家常州，我要回上海！”

91岁的黄奶奶，两周前入住杨浦区双阳

路上的红日养老院。在经过生活能力、认知

能力、安全风险等一系列详细的入院评估后，

院方观察到老人患有较严重的认知障碍、情

绪也很不稳定，安排她入住认知障碍照护专

区的双人房。

改变，从养老院医生张召林递来的一个

红色的洋娃娃开始。从陪着娃娃玩，到抱着

娃娃睡，黄奶奶好像把娃娃当成了自己的女

儿。这一“亲情疗法”，让黄奶奶的情绪一天

天转好，家属也连夸张召林“有本事”。而在

张召林看来，安抚好老人的情绪，这才只是第

一步。

一杯水，观察老人的认知能
力、吞咽风险

在红日养老院工作的第12年，张召林又多

了一个新身份——社工师。从护理员到评估

师，从内训师再到今年的社工师，张召林通过

上海开放大学这几年组织的养老培训，学到不

少新本领。最直观的变化是，她从一名普通的

养老院医生，到兼任护理部主管。这意味着，

每天她要管的老人比从前多了不少。

“宝宝，你怎么来了？”“我来和你们一起

开会呀！”被张召林唤作“宝宝”的，是83岁的

李奶奶。记者和张召林边走边聊，李奶奶也

在狭长的走道里跟了一路，最后还一同坐到

大桌前“参加会议”。

“这个李奶奶有徘徊症，是认知障碍的一

种。看上去她行动自如，但其实生活已基本

不能自理。”红日养老院院长张洲丽说，如今

在此入住的250多位老人中，认知障碍老人

占比高达7成。专业的认知障碍照护是这些

老人迫切需要的。这涉及记忆康复、生活技

能保持、活动干预等专业技能，需要养老从业

者不断去学习新知识。

“以最基础的入院评估来说，以前我们

也有一套评估体系，但只停留在问问老人和

家属平时有哪些疾病，生活上需要什么着重

照料，对认知障碍的评估比较少。2021

年，在参加了养老照护服务评估师培训后，

我们对入院老人评估进行了全面细化。”张

洲丽说。

细化的评估，有门道。“比如，我们会让老

人喝一杯水，观察她从桌上拿水杯的动作、喝

水的速度以及吞咽的动作等，就可以判断老

人的认知能力有无退化、能否自主用餐、有无

吞咽障碍。”张召林说，这些从培训班上学来

的专业知识，有助于他们为老人提供更有针

对性的服务。

专业加持，为老人谋求更好
的生活质量

身为红日养老院的内训师，但凡碰到一

些疑难问题，张召林就会向师傅刘书函讨

教。刘书函是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老

年服务专业的负责人。

上周，开放大学新一期的养老护理内训

师培训在杨浦开班。刘书函作为主讲老师花

了足足两个小时讲解了“吞咽困难预防与康

复训练”。

“每天保证老人足够的饮水量是照护服

务的基础工作，但在饮水过程中出现的呛

咳使不少老人害怕喝水或拒绝多喝水，那

又该如何保证老人的饮水量呢？”刘书函现

场发问。

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吞咽障碍患病率

高达66%。作为养老院服务人员，如何早期

识别、评估老人的吞咽障碍？在给学员介绍

了反复唾液吞咽测试等吞咽功能评估方法

后，刘书函拿出教具“食品添加增稠剂”。

“使用不同浓度的增稠剂，在不改变食物

成分的前提下可以改变食物的性状，以此来

改变食物在口腔中的状态或食物通过咽喉部

的速度，防止吞咽障碍的出现。”刘书函建议

一线照护人员，在碰到吞咽困难的老人时，不

要习惯性地想到鼻饲，而应积极尝试更有效

的干预措施，比如减少呛咳。

以她的经验，吞咽困难在衰老过程中难

以避免，如果能想办法让它来得晚些，对老人

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就怕老年人从呛咳

发展到不敢吃喝，再慢慢演变成‘废用综合

征’（由于机体不活动状态而产生的继发性障

碍）。”让刘书函欣喜的是，今年她们已培训了

1000多名内训师，通过这些培训，可以将更

多解决问题的技能带到养老机构。在一线养

护人员看来，这样的专业加持，能为老人谋求

更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一点一点的改变，让衰老的
列车行驶得慢些

听完刘书函的这堂课，崇明区城桥第三

敬老院的工作人员黄慧收获颇多。虽然从事

养老服务只有三年，但各种养老培训班，她听

了不少。每次，她都会提前一天从崇明赶到授

课点附近住下，然后认真听完每一节课，直到

培训结束。由此带回去的，除了精进的护理技

巧，还有敬老院里日益丰富的活动——做手

工、绘画、心理疏导、数智游戏……

“我们这不少老人看手表是认识时间的，

但如果我们画一个圆圈让他们在分针和时针

上涂色，可能就不会了。因为他们的记忆已

经模糊了，我们就要像在幼儿园教小朋友一

样，通过有意思的康复活动，让衰老的列车行

驶得慢一些。”黄慧感慨。

应对老龄化进程，2021年起，上海开放

大学逐步开展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非学历培训

工作，已累计为行业培养养老照护服务评估

师、养老护理内训师、老年社会工作者等

5500多人。“我们正着手进行养老护理员队伍

继续教育课程开发，明年将启动对全市6万余

名养老护理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在上海开放

大学非学历教育部部长王松华看来，对现有

从业者的“强素提能”，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机

构养老的老人“老有颐养”。

身为红日养老院院长，张洲丽同样是这

些公益培训班的常客，不仅自己一门门课学

过来，还带着员工组队上课。“我们根据学到

的知识，对养老院进行改造、创设。比如，这

里有不少老人以前都是大学教授、中小学老

师，我们就打造了一些适合知识分子的怀旧

场景，辟出一块图书馆区域。有一位老教授

每次来借书都会在书上签名，他说，这是他以

前出版的书籍。他的太太已失能，但老教授

回到房间，还是会把书念给太太听，还总对着

她说：‘我答应过你爸爸，要照顾你一辈子

的。’有时，我们在户外搞活动，他也会问我

们，能否邀请他太太一起参加。”张洲丽说，通

过这些怀旧疗法，让老人回到旧时光，尽可能

帮他们守护一些记忆。

最近，红日养老院正在完成最后两块认

知照护专区的改造。“认知障碍老人越来越

多，改造完成后，这里就将拥有七个独立单元

的认知照护专区，让认知障碍老人拥有更安

全、更舒心的晚年生活。”张洲丽说。

上海开放大学根据实际需求加大养老服务培训力度，助力养老人才梯队升级

一次次进修，让养老从业者办法越来越多

她的门诊被老病友誉为“开心俱乐部”。

有病人对她说：“汤医生，我每周来跟你聊聊

天，就很开心，打完针走出诊室就能量满格。”

但，也有人生疑，推开诊室门，没说一句

话就退出去了。“这就是汤医生？这么年轻？

能看好病吗？”原来患者是出去打电话，确认

好，二次推门，迎来她的甜甜笑容与约法三

章：“在我这看病，就要相信我，我们一起努力

解决问题。”她，就是汤康敏，1988年出生，现

任教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并在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龙华医院开设针灸门诊。在她的诊室

里，小小银针治身体的病，也治心上的病。

爷叔没有下跪，而是红了眼眶

2022年7月，一名外地来沪患者寻访到

龙华医院。患者因为小便排不出，每天只能

依赖导尿管排尿，很痛苦。此前，他已辗转多

地求医。

“汤医生，中午打了一次针，下午尿就出

来了！”患者家属很欣喜。在龙华医院坚持了

三个疗程的针灸治疗后，这名患者自主排尿

基本恢复，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临床上，有此类烦恼的患者并不少。也

是这年，龙华医院与泌尿科位居全国前列的

仁济医院泌尿外科决定合作。“在前列腺癌根

治手术后，有部分患者会发生尿失禁，严重影

响生活质量。”龙华医院院长、中医名家陈跃

来教授与仁济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主任薛

蔚教授商讨后，决定以“前列腺癌术后尿失

禁”为突破口，发挥中西医各自优势，在仁济

医院与龙华医院建立聚焦泌尿系统疑难疾病

的“防、治、康”一体化中西医结合诊疗路径。

汤康敏对从仁济医院转来的首批患者印

象很深。“有一位上海爷叔直接说，汤医生，你

如果能帮我控制住尿失禁，我就给你跪下！”

对那位爷叔，汤康敏开展了6周、18次的针灸

治疗，同时配合在仁济医院开展盆底肌训练、

盆底康复理疗治疗，他的尿失禁控住了。爷

叔没下跪，而是红了眼眶，他说，这是开心。

“黄帝内经里其实就谈到排尿问题，涉及

骶部穴位等。仁济医院的医生们还和陈院长

聊到过，西医发明的骶神经调控术（也称膀胱

起搏器，用以调控排尿），在骶部会植入电极，

而这个位置与针灸扎针的部位不谋而合。大

家开玩笑，如果两家医院早点交流，这项技术

可能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汤康敏感慨：“中西

医融通未来大有可为。”

她的门诊被老病友誉为“开
心俱乐部”

汤康敏每次半天的门诊要接诊50多名

患者，但她依然愿意花更多时间陪患者说话，

倾听他们的不适与烦恼。汤康敏说，中医尤

其讲究身心健康，很多病人来这里既治身体

的病，也治心上的病，打开“心结”，很多身体

问题也随之化解了。她的门诊也被老病友誉

为“开心俱乐部”。

有一位30多岁的失眠患者，第一次走进

龙华医院睡眠中心针灸部诊室时正是夏天，

却戴着帽子、裹着衣服，说话气若游丝。老公

抱着把她抬到治疗床上，她自己都无法坐起。

“心里空掉了”，这名患者告诉汤康敏她

在第一次扎针后的感受。“想哭就哭出来，不

要担心。”汤康敏不会过度“剥开”患者的生活

细节，但会引导他们抒发内心的“不如意”。

她说，希望患者来到门诊有一种安全感。后

来，这名女患者可以自己来医院接受治疗

了。“她会看着你的眼睛讲话了。现在，她的

声音都洪亮了。”

手持小小银针的汤康敏，疏解疾苦，也疗

愈心灵。在她的诊室还会出现有趣的一幕：

忙起来时，老病友会帮忙维持秩序，招呼引导

新来者，还关照他们回家以后的注意事项。

传承传统医学瑰宝，为百姓
做更多事

有意思的是，汤康敏还曾参加过《中国

达人秀》，一曲用口弦吹奏的《信天游》技惊

四座。

后来，怎么没再上舞台了？汤康敏笑言，

那是2011年的夏天，正值她从上海中医药大

学本科毕业、踏上保研路，一生魂牵梦萦民乐

梦的父亲偷偷拿着她的表演光盘去报名了这

档综艺。

“导师会不会不要我了？”这是汤康敏得

知报名后的第一反应，对上节目有点抵触。

岂料，她传统医学的背景、从小学习传统民乐

的经历，很打动导演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

青年偶像，正面、阳光。”导演组找到学校，希

望说动她参赛。汤康敏征求了研究生导师陈

跃来教授的意见，并保证“暑假参加比赛，比

赛结束就回归校园”。

7月参赛，9月开学，这之后，她就全身心

投入了研究生生涯，一路读到了博士，此后从

事博士后研究，留校任教。其间，她也充分发

挥自己懂专业、亲和力强的优点，在多档电视

栏目中担任过嘉宾主持、医学顾问，成为中医

药文化的传播者。

在导师的影响下，汤康敏利用业余时间

深入社区开展中医知识普及讲座，足迹遍布

张江、三林、北蔡、祝桥、川沙、泥城等乡镇、街

道，总计超过150场。

“挖掘传承祖国传统医学瑰宝，我们还有

很多事可以做。”汤康敏现还在上海市卫健委

挂职，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奔走于各街镇。

忙完白天的工作，晚上再赶回学校去上课，她

乐此不疲。她说，越是随着工作深入，越感到

一份使命感。“我要把学生教好，不仅让他们

掌握知识，更要让他们热爱中医，去影响更多

年轻人，一起研究如何运用好我们民族自己

的宝库，为老百姓做更多事。”

在医生、教师的身份中切换，上海中医药大学汤康敏内心有一份坚持

小小银针，治身上病也治心上病

医线故事

汤康敏给学生们上课。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为落实本市进一
步完善多元支付机制支持创新药械发展的措

施（简称“28条”措施），10月1日起，上海市医

保局将包括“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导管”

“人工耳蜗”等在内的60种医用耗材纳入本

市医保支付范围，进一步提升创新药械的可

及性和可负担性。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医保局

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60种医用耗材纳

入医保支付后，预计每年可为本市参保患者

减负8.35亿元。

多年投入耳聋诊治的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人工听觉植入中心主任李蕴教授告诉记者，

耳聋主要危害生命两头的“一老一小”，即儿

童先天性耳聋以及老年性耳聋。大量患者需

要人工耳蜗技术重建听力，但人工耳蜗属于

高值耗材，此前不少患者因费用问题而放弃

了这一技术，如今，随着这一医用耗材进入医

保，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市医保局表示，这次纳入医保支付的医

用耗材主要包括三类：创新耗材、患者负担较

重的耗材、常见疾病治疗用耗材。

创新技术、创新耗材具有较好的治疗效

果，以OCT导管为例，该技术具备超高分辨

率，让医生能像拿着显微镜看血管一样，获得

完整血管的信息，指导冠心病介入手术，实现

精准治疗。纳入医保前，患者需要自费导管耗

材费用13000元。而纳入医保报销后，以退休

职工参保人员为例，在三级医院住院治疗费

用仅需自负1040元，费用减少92%。

高值医用耗材是群众就医费用的主要负

担，也是此次纳保耗材的重点考虑范围。以

植入性医用耗材“人工耳蜗”为例，纳入医保

前，人工耳蜗单侧植入的费用约20万元。纳

入医保报销后，以退休职工参保人员为例，在

三级医院住院治疗费用仅需自负5.28万元，

费用减少74%。

这次纳入医保的耗材还有不少常见疾病

治疗用耗材。比如，“脊柱用射频消融刀头”

是脊柱骨科中介入和微创手术常用的一次性

耗材，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甚至顽固性

腰痛患者都具有明确疗效。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院长吴皓教授表示，

60种医用耗材涉及心脑血管、消化、泌尿、肿

瘤、骨科等治疗领域，患者受益面广，特别是

“人工耳蜗”“OCT导管”等耗材的纳入，可助

力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为本市乃至

长三角和全国患者服务。

市医保局表示，今后将继续按照“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原则，充分考虑临床价值高、技

术成熟、群众负担重、基金可承受等方面，推

动更多优质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提升创

新药械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在减轻群众就医

负担的同时，促进本市医疗技术水平发展，助

力本市公立医院和生物医药产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兼顾惠民与鼓励创新，群众就医负担再获减轻

  种医用耗材纳入上海医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