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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导向 全员参与 全程覆盖

四川大学构建就业育人生态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工作氛围
很好，已经基本适应职场的节奏了。”近
日，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2025 届硕士研
究生周鑫健谈起工作近况，语气里透着
愉悦。他已入职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艺术学背景使其在品牌宣传、
活动策划等工作中富有创意。

对四川大学的学生们来说，“周五
职通车”并不陌生。从2021年起，该校
针对专业分布广、毕业生人数多等特
点，推出分行业、分性质、分类别的“周
五职通车”供需见面会，持续推动求职
学生和用人单位精准对接。面向2025
届毕业生，四川大学举办了国企央企、
行业骨干、医药卫生、硕博专场等“周五
职通车”专题双选会32场，像周鑫健一

样受益的学生还有很多。
与此同时，为推动 2025 届毕业生

高质量充分就业，四川大学举办线下宣
讲会近 1500 场，双选会近 200 场，吸引
超 8000 家用人单位进校，10 万余人次
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校外学生占
比约40%，形成就业的“共享大市场”。

暑假期间，该校还举办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毕
业不散场，就业不断线”等线上双选活
动，在岗位供给上持续发力。

在这个“共享大市场”中，就业岗位
的“量”与“质”是关键，而学生如何选择
和规划也同样重要。四川大学强化就
业指导，面向 2025 届毕业生开展了行
业大讲堂、就业指导讲座、选调生备考

服务、朋辈分享等就业指导活动，覆盖
学生2万余人次。

张君是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毕业生，7月底将正式入职中国建
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此前准备
找工作时，她还有些迷茫。从同学口中
得知学校就有免费的就业指导后，张君
预约了“简历门诊”，在一个半小时里，
教师一对一辅导，“不仅讲简历如何呈
现这些求职技巧，还帮助我理清个人发
展思路，作用特别大。”

“学校系统性构建毕业生高质量就
业服务体系，通过资源整合和模式创
新，形成‘需求导向、全员参与、全程覆
盖’的就业育人生态。”四川大学就业指
导中心主任刘若冰表示，下一步学校将
持续深化校企、校地协同，动态优化就
业服务矩阵，重点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域岗位开拓，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
求的同频共振，让更多学子在服务国家
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

本报记者 高毅哲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数字
化，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
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
的重要突破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明确：“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
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
障。”

一年来，围绕党中央重大战略部
署，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踏着人
工智能的浪潮，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
加速前行。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
深化应用

自 2022 年上线以来，国家智慧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始终是国家教育
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关键抓手，持续释
放数字技术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叠加
溢出倍增效应。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
一年间，国家平台加快迭代升级，持
续筑牢中国教育数字化基座。

突出高智能、强交互——
今年3月，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2.0智能版全面向社会发布推
出。平台功能全面优化升级，操作更
便捷，同时围绕学 AI、用 AI、创
AI、护 AI，上线一批资源，平台智
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为教师和学生
提供了从“人找资源”到“资源找
人”的新型学习模式，让教与学从

“千人一面”迈向“千人千面”。
彰显集成化、便利化——
2024 年年底，国家中小学智慧

教育平台特殊教育板块、国家终身
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相继上线。以此
为标志，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形成以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
等教育、终身教育为“四横”，德、
智、体、美、劳为“五纵”的资源
新格局。同时，国家智慧教育公共
服务平台服务大厅覆盖就业服务、
考试服务、学位学历、留学服务和
语言服务等 51 项服务事项，自上线
以来，累计办件超过1.32亿次。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数字基座的持续夯
实，有力支撑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行稳致远。
一组数据见证着数字技术的叠加、倍增、溢出效
应：国家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超1.69亿，浏览量突破
646亿。

在国家平台的带动下，各地教育数字化扎实
推进。

在内蒙古，各地推进国家中小
学智慧教育平台全域应用试点，实
现省级频道与国家平台深度联通，
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每百人浏览量等
多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在宁夏，各地各校通过国家智
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宁夏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架起“空中桥梁”，
搭建 1200 多所数字孪生学校，集聚
3000 多名学科教师，所有农村学校
与城市优质学校线上结对。

……
同在“一张网”上共享资源、

“一块屏”上互动教学、“一朵云”
上收获成长，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成
为美好现实。

人工智能转化为教育
发展增量

不久前，在武汉举办的2025世界
数字教育大会上，一场“师—生—
机”三元一体、有机融合的新型教
学演示，引发全场中外嘉宾的关
注。在人类教师指导下，AI 导师慧
雅 （Via） 运用虚拟仿真等技术，展
示了实验数据并帮助学生突破本节
课的学习瓶颈。

“智能时代、教育何为”，是一
道时代课题、世界课题。

《 教 育 强 国 建 设 规 划 纲 要
（2024—2035 年）》（以下简称 《纲
要》） 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
育变革”。面对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
战线牢牢抓住历史机遇，敢于破
题，勇于答题。

今年 3 月 28 日，教育部在北京
举行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25
年部署会，全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全
方位助学、助教、助研、助管、助
国际交流，努力把技术演进变量转
化为教育发展增量。

增量，蕴含在科研范式的加速转型中——
面对人工智能催生科研新范式的重大课题，一

年来，新技术的应用加速推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开发了全球首个集阅读文献、设计实验、自主优化
等功能于一体，覆盖化学品开发全流程的机器化学
家平台，能够自主提出可能方案并进行实验验证，
大幅提升科研效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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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浙江省长兴县吕
山乡中心小学科创社团学生在学
习编程。

右图 四川省成都市棕北中
学学生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
务平台资源开展学习。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方梦宇 通讯员
张卓凡 毛丽娟）“村里义诊活动需要
志愿者，希望大学生能参与进来……”
暑假前，安徽医科大学“医+N”暑期
实践队的大学生们早早和安庆市太
湖县江塘乡龙山村负责人取得联系，
并根据收集到的村民需求生成“订
单”，策划活动、招募队员，以“接单
式”服务助力乡村发展。

近日，带着乡村群众的需求“订
单”，实践队围绕“服务乡村健康 关
爱儿童成长”这一主题，在龙山村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病历登记、B 超叫号、秩序维
护……在太湖县医院巡诊进村活动
中，实践队的队员们协助义诊专家团
队，为前来看诊的村民提供导医导诊
服务。“这群医学生的到来解了我们
的燃眉之急。”龙山村党总支书记王

育林说。
实践队的队员们还结合专业所

学，在龙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
乡村群众提供血压测量、血糖检测
等健康服务，并详细讲解高血压、
糖尿病等常见病的防治知识，通过

现场演示科普心肺复苏术、七步洗
手法、蜱虫叮咬处理等卫生安全
知识。

除了健康宣教之外，实践队还结
合当地23名报名登记儿童的意愿和爱
好，开展了包括绘画、音乐、舞蹈、剪
纸、手工等在内的“七彩课堂”，让每一
名小朋友都能参与进来。

“希望我们做的事能够对准乡村
群众所需所盼，让青春之花在服务
乡村发展的实践中绽放。”实践团队
指导教师汪清说。

据介绍，“医+N”实践队由该
校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第一临
床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本科生
第二党支部组建，今年是实践队第
三次走进龙山村开展“三下乡”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已累计服务乡村
群众1200余人次。

安徽医科大学暑期实践队开展“接单式”志愿服务

村民按需“下单”精准服务上门

本报记者 张欣

这是一场凝聚共识的会议。
7 月 21 日，教育部年中推进会在

京召开。会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
长怀进鹏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
牢把握教育三大属性，深刻认识教育
的时代方位、历史责任和重大任务，
深化对教育价值使命的思考，以全新
的教育观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
试点带动《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深
入实施。

当前，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
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人民群众对接
受更加公平更加多样的教育充满期
待，人口变化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
性、科学性、动态性提出更高要求。
同时，科技革命、国际环境也正催生
教育产生新变化。回顾上半年的工
作，各司局、各直属单位正是围绕当
前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重
点突破。

随着教育的底层逻辑发生变化，

参会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更加深
刻认识到，要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
务，把准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
教育与世界教育的关系坐标，清醒看
到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
化，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
教育强国的重大意义，把教育发展的
小逻辑放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
大逻辑中，清晰把握时代责任和努力
方向。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要把握好全
新的教育观，看清教育“质”的方
向。

对此，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港澳
台办公室） 相关负责同志表示，要以
全新的教育观为指导，从服务“两个
大局”、服务“国之大者”的高度，思
考谋划自身建设，不断推进事务型向
事业型再向战略型机关的转变。

“坚持全新的教育观，聚焦服务国
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支撑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
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人事司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上半年，已有11名干部赴

北京、上海、浙江等改革发展前沿挂
职，提升综合实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财务司将坚持‘跳出教育看教
育、跳出财务看财务’，聚焦‘高于
4%’核心目标，建立健全教育战略性
投入机制，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更有
力的支撑。”财务司相关负责同志说。

观念指导行动。把握好科学的教
育观，透过教育三大属性检验教育强
国的建设成效。

面对如何回答好“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
的根本问题，思政司表示，要深刻把
握全新的教育观，立足时代方位、百
年变局、数字技术、学生特点，推动
高校战线提升领导力、谋划力、统筹
力、执行力，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
实；社科司表示，要围绕塑造新时代
立德树人格局，推进高校党的创新理
论研究与阐释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
主知识体系构建工程；民族司表示，
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试
点作为重中之重。

（下转第二版）

凝聚广泛共识 汇聚强大合力
——2025年教育部年中推进会新闻观察之二

一线·暑假好时光在在

实践队队员为村民提供导医导
诊服务。 学校供图

暑假期间，孩子们通过参加篮球等运动项目，强身健体、
充实假期。

上图 近日，在湖南省道县，孩子们在练习投篮。
何红福 摄

右图 近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孩子们在练习跆拳道。
孙中喆 摄

运动过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