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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书记遇上新社工，将会擦

出何种火花？

1999年，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苏

莉一头扎进社区。同一年，毛晓雷

呱呱坠地。25年后，两者的人生轨

迹在宝山区友谊路街道长滩居民区

有了交集。

毛晓雷眼中，老书记做事有章

法、不刻板，会仔细叮嘱流程方

法，却并不会限制年轻人天马行空

的想象力。苏莉心中，年轻人有冲

劲、有活力，诸多奇思妙想令来自

五湖四海的住户牢牢“黏”在一起。

19岁的年龄差，令这对社区

治理新组合碰撞出不少意外之喜。

从群成员爆满的“恰饭群”到全靠

“秒杀”的社区练摊活动，人情关

系疏离的新社区凝结成自治力满满

的新社群。

苏莉说，当陌邻真正变友朋，

关于社区的故事才刚开始。

破解上下楼住户调解之困

从售后公房到商品房小区，在

不同类型社区工作过的苏莉常被人

问及治理妙诀。“社区工作虽无定

法，却有‘常规’，即便是基础情

况不一的小区，总会有相似之

处。”她这样理解。

在她眼中，调解上下楼住户的

矛盾，就是社区里绕不开的“常

规”工作。每逢汛期，沿江沿海的

宝林八村里，不少住户都会遭殃。

有一回，因水管设施老化，一户居

民家庭遭逢“外面下大雨、里面下

小雨”的窘境，阳台上的一众家具

也未能幸免。在梳理排查漏水点

后，楼下住户认定是楼上水管堵塞

致使大水漫灌。一时之间，两家住

户的关系剑拔弩张。双方都屏着一

口气，认定是对方的责任。

见此情景，苏莉没有着急上门

劝解，而是分别与两家住户商谈，

判断其调解意愿。此后，她又分别

寻找派出所、律所等，以情动人、

以理服人。彼时，“三所联动”模

式尚未成形。苏莉却已深谙社区治

理的要领——不要把担子全都扛在

自己身上，要善用共治力量化解棘

手的难题。

这套在老社区管用好用的方

法，迁移至新社区同样奏效。长滩

居民区，2589户住户中，18岁至

45岁居民占比达65%以上。年轻

人多，带来生机活力，也免不了一

些磕磕碰碰。

“咚咚咚……”静谧的深夜，

架子鼓的声音更为清晰。随着考级日的临近，一位年轻住户的

练习频次加大，令周边居民不堪其扰，纷纷投诉至居委会。苏

莉上门了解情况后开出“调解处方”。双方各退一步，年轻住

户打架子鼓要避免在晚上10点之后影响他人休息，周边邻里

也要考虑到特殊的考试期，适当给予宽容。

面对纷繁复杂的“毛线团”，苏莉总能迅速理出线头、找

到头绪。如今，她更是将这套积攒了二十余年的“工具书”向

年轻社工倾囊相授。哪家住户热情、哪家住户注重隐私，这些

靠人力“跑”出的关键数据，成为一批年轻社工敲开房门、打

开心门的关键钥匙。

“一餐饭”撬动社群活力

老书记教会新社工如何书写好一篇篇“民情日记”，新社

工为老书记带来治理新词汇——社群运营。这一概念最初被用

于传播营销，如今被扩展至社区治理，意在增进邻里关系，培

育社区凝聚力。

作为投用不久的新社区，长滩居民区硬件设施过硬，却一

直苦于周边餐饮配套尚未成熟，烟火气不浓。一餐饭，就此成

了年轻白领的困扰。去年底，位于长滩居民区盛东苑7号楼南

侧的社区食堂正式启用。为适应居民区年轻白领与老年住户的

不同口味，食堂的盛饭木桶专程摆上了两种米饭，一种偏软

糯、一种有嚼劲。菜品选择也各有差异，既有清蒸鲈鱼、红烧

肉等本帮菜式，也不乏干煎带鱼、烧烤等年轻人钟爱的菜品。

更“对胃”的社区食堂，离不开一个关键社群——“恰饭

群”。自去年底投用以来，为提升食堂运营质量，长滩居民区

陆续建立起三个“恰饭群”，如今群成员人数逾1100人。“恰

饭群”不仅可提前预告次日菜单，也可接收居民的实时反馈。

不只是“恰饭群”，从骨干群到社区小先生家长群，数十

个社群令社区自治延展出新可能。据初步统计，每户住户至少

有一位家庭成员身处一个社群中，独具特色的“练摊”、护滩

行动，成为吸引孩子及其家长们参与的“秒杀”活动。

活跃的社群，更为长滩居民区输送了一支特殊的自治力

量——“线上观察员”。这些骨干社群成员，在线上听取居民

呼声、及时传递信息，也让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驾

马车”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应对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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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苏莉，宝山区友谊路街道长滩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面对千

头万绪的社区治理工作，善用社群集聚共治力量，先后化解了
“一餐饭”之困、养宠纠纷等诸多难题，并将好用管用的实践案例
集结成“工具书”，为年轻社工赋能增效。

苏莉在解答居民问题。 （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到2026年，上海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

招生占比进一步提高，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

分类发展更加协调。日前，市教委发布《上

海市强化重点领域人才精准供给 动态调整

高等学校招生结构规模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

据悉，此番调整的目的是引导和推动本

市高校主动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动态调整人

才培养结构规模，促进人才供给更好匹配国

家重大战略和本市产业发展所需。

重点布局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等专业

根据《方案》，预计从2023年到2026年，

理工农医学科门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占比提高

5个百分点左右，理工农医专业门类本科生

招生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电子与信

息、交通运输、装备制造、土木建筑、医药卫生

等高职专科专业大类招生规模将扩大，理工

相关专业大类在校生规模占比提高10个百

分点左右。

此外，部分重点产业人才和急需紧缺领

域人才招生规模将扩大。比如，上海聚焦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引

导现有培养规模偏小、且缺口较大的强相关

学科专业加大招生规模，引导已达到一定培

养规模、但仍有缺口的学科专业适当增加招

生计划。

同时，围绕全市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

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和时尚消费品等重点

产业，元宇宙、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智能终端

新赛道产业，以及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

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材料等未来产业，物联

网、云计算、智能制造、生物技术、新能源等紧

缺领域，能源交通、公共卫生与医药、养老护

理等社会需求强的领域，扩大相关学科专业

招生规模。

创新重点产业人才培养模式

《方案》要求创新重点产业人才培养模

式。对服务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

重点产业所需人才，引导高校打破院系和学

科专业壁垒，与一流学者和产业专家共建学

科专业与实践基地，实现跨学校、跨学院、跨

学科、跨专业教学与管理，引导相关专业学生

深入了解掌握相关产业基本知识，提高实践

应用能力。

《方案》鼓励学校开设贴近社会与产业需

求的微专业、微课程，为相关专业学生提供

多元化、跨学科课程资源；推动校企合作，通

过双方共同制定教学方案，把岗位需求融入

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专业链与产业

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对接。

对于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分类发展，

《方案》也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

重大需求为重点，统筹发展学术学位与专业

学位，新设硕士学科专业以专业学位类型为

主，硕士研究生增量计划主要用于专业学位

招生。力争将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规模扩大到

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并

加快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布局，显著增加专

业学位博士招生规模。

对基础学科，保持其学科招生规模稳中有

升。《方案》明确，适度增加基础学科专业布点，

稳步增加理科和基础医科招生规模；重点引导

在沪“双一流”建设高校适度扩大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等基础理科招生规模，加大推荐免

试攻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培养规模，保持哲学、

历史学等基础文科招生规模总体稳定。

严控过剩学科专业招生规模

根据《方案》，在一批专业得到重点布局

的同时，将严控过剩学科专业的招生规模。

比如，通过建立健全就业与招生、培养联

动机制，综合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高校办学条件、考生报考意愿和毕业生就业

去向落实情况等因素，控制艺术、管理、法学

等学科门类以及部分外语类专业普通本科招

生规模。同时，调控财经商贸、文化艺术、教

育与体育、旅游等专业大类的职业本科和普

通专科生招生规模。除特殊保护的专业外，

对招生规模过大、增速过快、占比偏高、社会

需求不足、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偏低的专

业予以调整，调减招生计划。

《方案》提到，本专科专业将实现“招生—

培养—就业”一体化监测评估，建立有进有出

的专业增减机制。对培养规模过大、增长过

快、社会需求明显不足、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

率偏低、培养质量下滑、办学条件不足的本专

科专业进行预警，并提出整改要求；对特殊的

保护性专业，确实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也可

予以预警整改；对整改不力、效果不好的专业，

以及连续5年未招生的专业，予以撤销处理。

市教委要求，各高校要将招生结构规模

调整作为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的重要抓

手，聚焦和凸显学校办学特色优势，“一校一

案”编制学科专业布局和招生结构规模调整

总体方案。

上海市教委发文动态调整高校招生结构规模，促进人才供给
更好匹配国家重大战略和本市产业发展

沪高校提高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占比
■本报记者 吴金娇

“求学经历让我深刻理解了年轻人当‘创

造不可替代价值’，投身强国建设、铸造大国

重器正是我‘创造不可替代价值’的选择。”

“科研经历让我坚定从事基础科研的决心，让

所学真正为祖国服务……”近来，上海市

2024届高校毕业生1—20号就业协议书签

定，20名学生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到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追逐青春梦

想，让自己的所学真正发挥作用是这些年轻

人就业选择的最大理由。近年来，上海交通

大学开展系统性就业引导工作，鼓励学生“立

大志向、下苦功夫、上大舞台、做大贡献”，前

往国家重点行业的毕业生比例逐年上升。该

校2023届毕业就业的学生中，73%的毕业生

选择了国家重点行业。

放弃待遇最优，他们都选择
了“与专业最匹配”

此次首批签约的20名学生基本都前往

国家重点行业就业，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商飞、中科院自动

化 研 究 所 等 。 不 论 是 签 约 航 天 五 院 的

0000001号协议书签订者、上海交大电子信

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博士毕业生卢力，还是签

约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的硕士毕业生何

赞扬，他们大多手握多个录用通知，最终的选

择也许待遇不是最高、所处地区不是最发达，

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选择的都是与自己

的专业最匹配的岗位，“所学服务国家发展才

是最理想状态”。

这两天，上海交大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

学院2024届毕业生赵光义正在为离校前往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一研究所（中

船701所）开启自己的人生新阶段做准备。

他是上海高校0000007号就业协议书的主

人。中船701所是他收到的第三个录用通

知，此前，他已经收到了小米北京分公司和

深圳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录用通知。“虽然另

外两个岗位的收入会更高一点，但是中船

701所是我心目中特别‘厉害’的研究所，我

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走向深蓝的中坚力

量。”赵光义说。

与之类似，选择中国航发航空商用发

动机有限责任公司的田笑是0000014号就

业协议的签订者，她是上海交大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的博士生。她坦言，“和一些去

企业工作的同学相比，我的收入大约少了

一半，但从事航空航天相关研究是我的梦

想，也是我心目中‘很酷’的工作，我的博士

课题就与航空航天有关，家人对我的选择

很支持。”

系统就业引导，鼓励更多学
生服务重点领域

“近年来毕业生的就业结构不断发生变

化，前往国家重点行业和重点单位就业的毕

业生平均每年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上海交

通大学就业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3

年就业毕业生中，有73%选择前往国家重点

行业，且近年来选择进入科研院所从事科研

的毕业生也更多了。

实施全面就业引导，引导学生前往重点

行业，在上海交大，校方除了邀请包括著名舰

船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富等校友

定期回校与学生交流，还在每年寒暑假组织

学生前往部分用人单位开展以就业引导为主

要内容的社会实践。

赵光义就曾两次参加学校组织的在中船

701所的暑期实践。他说：“过去我们对各类

科研院所了解很少，两次实践以及和学长们

的交流，让我发现中船701所给予年轻人足

够的发展空间，加之与我的研究方向非常契

合，可说是好上加好。”

此外，一些院系还将实践课程纳入日常

教学，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国家重点发展行

业。比如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航空航天学院等与中船集团、

航天八院、中国商飞等重点单位合作，依托科

研项目组织学生开展长周期的实践。海洋

学院每年组织师生前往“雪龙号”“向阳红

10号”等船舶开展海上实践教学，让学生学

习海洋调查的基本知识、体验海上科考生

活，在实践中领悟成为一名海洋科研人员需

要具备探索海洋的热情、逐梦科研的勇气以

及建设海洋强国的决心。机械与动力工程

学院组织学生前往新疆马兰基地开展社会实

践，实地感受“两弹一星”前辈们为国发展的

无私奉献精神。

数据显示，近些年，上海交大每年有近

6000名毕业生就业，大部分是硕士和博士毕

业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国家重点单位、

关键行业、各级教职和基层服务岗位。

申城高校应届生1—  号就业协议书签定，  名学生不约而同选择国家重点行业

追梦青春，让所学真正为国家服务

■本报记者 姜澎

本报讯 （记者吴金娇）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建好立德树人关

键课程，前日，由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市

教委主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课程体系建设座谈会在市委党校举行。

会议分析总结上海学校思政课改革经验成

效，部署推进下一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建设任务。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召开

五年来，上海先后承担教育部“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思政课先行试点、“大思政

课”综合改革等任务，出台思政课改革创

新实施意见及创新行动计划，努力把思政

课建设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

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上海率

先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课，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

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军思想、外交思想、

文化思想开设专论课，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分

领域重要思想或重要论述开设个论课，建设

“实景课堂”“行走的课堂”等实践课，融入

课程育人体系，形成“圈层式”的课程体系。

聚焦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上海推动

“大思政课”综合改革，遴选“大思政课”

建设整体试验区、重点试验区、重点试验高

校和实践教学基地，开展“百物进百校，百

讲证百年”活动，构建大中小各学段纵向有

机衔接、课内课外网上网下横向贯通、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

联动的工作格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建设座谈会在沪召开

进一步建好立德树人关键课程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近日，市公安局交
警总队路设处会同徐汇交警，对市民反映突

出的两个堵点进行了小改小革，道路通行情

况大为改观。

位于铁路上海南站附近的石龙路武宣

路路口，是一个T字形路口，由于石龙路是

上海南站和龙耀路隧道的重要连接通道，且

周边系徐汇滨江向西辐射板块，早晚高峰通

勤流量大幅增加，拥堵情况成为周边居民的

痛点。

公安交警部门通过对该路口充分调研，

从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的角度出发，在现行

道路断面尺寸不变的情况下，打出一套“组合

拳”：一是增加一根武宣路左转车道，将原本

的“两出两进”改为“三出一进”，解决原本车

流左转进石龙路的严重积压问题；二是取消

石龙路最右侧公交车专用道，允许社会车辆

全天候使用该车道直行右转，大幅改善了该

路口通往龙吴路的交通拥堵现象。

漕溪路蒲汇塘路地处沪闵高架下匝道，

在该路口南侧辅路上，共有16条公交线路站

点，公共交通通行路口的需求极大。公安交

警部门经过调研，将公交专用车道调整到6

号车道，保持6号车道的“直行右转”不变，并

漆画路口导向线做好导流，引导需右转进入

慈云街的社会车辆汇流至6号车道进行右

转。优化措施实施后，路口拥堵积压情况基

本消除。

两个堵点小改革
通行效率大改观

本报讯（记者周辰）昨天7时，大宁功

能区2024上海静安半程马拉松在大宁公

园鸣枪起跑。本次赛事是由中国田径协会

认证的A1类赛事，参赛选手达4000余人，

其中，专程从外省市来沪参赛人数占比

62.78%，创下历史新高。

赛道以大宁公园为中心，以大宁功能

区为辐射延伸，沿途景观丰富，特别是赛程

最后5公里，跑者可在大宁公园内感受集智

慧与颜值于一身的“数字跑道”。

今年赛事首次与长三角区域多项路跑

赛事连接互动，促使赛事品牌效应和辐射

效应融合拓展。赛事还联合湖北省宜昌市

夷陵区文体旅局在终点区域设点推介三峡

旅游和西陵峡画境越野赛，支持两地赛事

选手互访交流。

上图：大宁功能区2024上海静安半程

马拉松现场。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静安半马超六成外地跑者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