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雷皓羽

如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连日
来，记者走访多所在渝高校了解到，无论
是做好国家“宏志助航计划”、开发科研
助理岗位等工作，还是发挥学校自创的

“南山生芽”“校友助就业”等品牌，各高
校纷纷围绕“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打
出组合拳，用好各方资源，推动毕业生高
质量就业。

科研助理岗搭建起过渡平台

8月 9日早上 8点半，在重庆医科大
学袁家岗校区生物科学院实验大楼 604
实验室，该校药学专业2022届毕业生何
廷舒开启小动物活体成像仪等几台仪
器，为当天的工作做好调试。

“我是一名科研助理，日常工作就是
协助科研工作者做好实验室样品测试工
作。”去年暑假，本科毕业的何廷舒考研
失败，她想继续搏一搏。得知学院在招
聘科研助理，几番权衡后，她认为一边在
学校担任科研助理，一边复习备考，是一
个最佳的选择。

像何廷舒这样担任科研助理的毕业
生，在重庆医科大学还不少。

“毕业后想继续深造的学生，一方面
他们需要稳定收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
他们也需要良好的环境继续学习。所
以，科研助理岗位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该校学生工作部（学生处）处长杨坤蓉介

绍，自 2020年以来，学校共推出 1232个
科研助理岗位，主要分为实验方向和行
政管理方向两类。

杨坤蓉称，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
业工作，设有专项经费，为科研助理岗位
的半脱产和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提供
月薪 2500—4000元的补贴。科研助理
一般签约两年，毕业生如果找到了更好
的工作，或者成功考研，随时可以向学校
提出离岗申请。

据了解，今年，我市积极响应国家相
关要求，积极组织各院校开发科研助理、
管理助理等岗位。截至7月底，目前已有
近5000名毕业生在科研助理、管理助理
岗位以及博士后站点落实了毕业去向。

“宏志助航计划”授人以渔

“宏志助航计划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汉语
言文学（师范）专业 2023届毕业生付梦
瑶告诉记者，9月开学，她将到永川区凤
凰湖中学报到，成为一名语文教师。

大三下学期，付梦瑶报名参加了学校
的“宏志助航计划”。重庆市大中专毕业
生就业指导中心相关负责人解释，“宏志
助航计划”是教育部从2021年开始实施的
高校毕业生就业培训项目，主要面向重点
群体毕业生包括脱贫家庭、低保家庭、残

疾毕业生，零就业家庭、长期未就业毕业
生，以及孤儿、少数民族、退役大学生士兵
等，开展线上线下就业能力培训，帮助参
训学生增强求职信心、提升就业竞争力。

“我们更愿意称它为就业指导课
程。”付梦瑶回忆说，参加“宏志助航计划”
培训活动期间，她主要学习了人际沟通、
寻找就业渠道、模拟招聘等方面的课程。

“这是一种‘授人以渔’式的就业指
导。”重庆大学职业发展与就业中心主任
张红春介绍，“宏志助航计划”面向即将
毕业的学生和下一届毕业生，培训内容
包括自我认知、职业探索、目标选择、简
历制作、面试指导等 10个主题，覆盖从
求职准备到签约的全过程。培训导师则
是从各高校遴选的招生就业老师、一线
辅导员、心理咨询师等。

据悉，截至目前，我市已设立重庆大
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文理学
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等11个“宏志
助航计划”培训基地，实现全市高校集中
区域的全覆盖。来自重庆市大中专毕业
生就业指导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21
年至今，我市已累计培训近两万人，覆盖
全市50%以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自选动作”打造就业品牌

“没想到学弟学妹们对创业故事那

么感兴趣，他们提的问题也很有针对性，
相信他们今后也会闯出一番事业。”今年
4月上旬，在重庆工商大学举行的一期

“南山生芽”职业讲堂上，该校1997届机
械专业校友、现任平安普惠东莞分公司
副总经理王小琼深受触动地说。

“南山生芽”是重庆工商大学近年来
创立的就业品牌。重庆工商大学招生就
业处处长钟增胜称，学校在调研过程中发
现，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一方面缺少专业
指导，另一方面缺少模拟训练。于是，学
校定期邀请企业高管、行业专家、校友，围
绕学生职业发展开展相关讲座，内容包括
大学生就业最关注的热点话题、成长经历
分享等，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

事实上，一些高校还充分利用校友
资源，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
发展平台。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西南政
法大学2023年春季综合类双选会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130余家用人单位来校选
才，提供了超过 3000个就业岗位。其
中，校友单位就有 30余家，为学弟学妹
们提供近500个就业岗位。

西南政法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每
年春季开学，学校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向
30多万西政校友发出召集令，聘请 400
多名校友担任“西政英才推荐大使”，各
地校友会还通过多形式的集体辅导和专
项指导，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能力。

重庆高校打出组合拳促进毕业生就业

□ 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

“走进洞子感觉很凉爽，也了解到一
段非常重要的历史。”8月 10日下午两
点，从山西来重庆游玩的小学生王爵赫
和父母走进崖壁西侧的“洞见山城”，一
边参观一边拍照。

“洞见山城”是一个长 320米、落差
30米的防空洞，可连接洪崖洞、戴家巷、
嘉陵江滨江路，作为步道向市民游客免
费开放。

在重庆，防空洞是一个特殊的存
在。抗战时期，防空洞为保护山城人民
躲避日军轰炸而凿；和平年代，防空洞又
化身多种形态“重新上岗”，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和百姓生活。

2018年，我市开始实施“山城洞天”人
防工程服务民生专项行动。如今，防空洞
的业态已经涵盖火锅店、酒窖、加油站、停
车场、博物馆、书屋、洗车店、小吃店等。
市国动办（市人民防空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如今，我市防空洞年均游客量突破100
万人次，为10万余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无底洞”变“聚宝盆”
“洞穴经济”有活力

8月 9日晚上 7点，在渝中区山城巷
下、中兴路旁的地道壹号防空洞火锅店
内，市民刘静带着9岁的孩子认真阅读着
洞内展陈的内容。

地道壹号防空洞火锅店店长康淑秋

告诉记者，来这里的客人，尤其是外地朋
友，很多都是冲着“防空洞”这个特色来
的，所以店内专门设置了一个区域展陈
防空洞的由来和重庆大轰炸那段历史，
希望大家在品尝美食之余，也能了解历
史，了解重庆，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近年来，重庆持续对防空洞进行修
缮保护与合理利用，各种变“废”为“宝”
的创意，物尽其用的办法，让防空洞成为
了重庆的一张特色名片。为此，还有不
少老人防工作者感慨，以前人防工程是
往里砸钱也听不到响声的“无底洞”，现
在反倒变成了“聚宝盆”。

从“被嫌弃”到“被惦记”
防空洞“冲”出一条文旅路

你能想象在一个超 3000平方米的
防空洞内，竟能打造出一个充满未来科
技感的主题景区吗？

在沙坪坝区土湾街道沙滨路旁，一
个原本破旧的防空洞就完成了这样的华
丽“变身”。

住在附近的居民杨敏说，过去，这里
四周垃圾遍地，路过都会加快脚步离
开。后来，沙坪坝区巧妙利用防空洞这
一闲置城市资源，重点引进了洞舰 1号
文旅项目，这里开始重新“被看见”。

改造后的防空洞摇身一变成了“未来
废墟科幻主题景区”，游客可以在这里沉浸
式跨越到2278年，开启一场科幻之旅。

事实证明，它的创新“变身”成功吸

引了市民和游客的注意。今年3月开业
至今，沙坪坝洞舰 1号主题景区游客量
已突破18万人次。

在鹅公岩大桥桥头，重庆建川博物
馆群落也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纷至沓
来。这里也曾是防空洞，被打造为全国
首个洞穴抗战博物馆后，它成为了“最直
观立体的历史教科书”，不仅发挥了弘扬
民族精神和培养爱国情怀的重要作用，
也彰显了深厚的文旅价值。

遗址成为“活教材”
历史更加可触可感

“今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了躲避大
轰炸的情景和心情。只有努力学习，长
大才能保卫我们的祖国和人民。”8月 8
日，市民何仁勇带着 9岁的儿子何浩然
走进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参观结束后，
何浩然对父亲说出了这句话。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在渝中区磁器
街，是解放碑的核心区域。2021年9月，
遗址地面以下的防空隧道首次对外开
放，越来越多的人才有机会走进隧道，深
入了解这段悲痛的历史。

沿石阶而下，音箱里传出当年山城人
民奔走呼喊的声音。木质洞门、泥坯墙
面、洞口一侧杂乱堆放的生活用品……用
心还原的场景，很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
代入感。背着家人、带着行李、领着孩子
匆忙逃往洞内的人群浮雕，也在无声地
讲述旧中国遭遇外敌入侵的痛苦过去。

隧道深处，还有一块较为开阔的空间，这
是名为“致命时刻”的沉浸式剧场。隧道
顶部亮着一盏盏孔明灯，巨型屏幕里滚
动播放着重庆大轰炸期间，市民躲避轰
炸、乐观生活的珍贵历史画面。

“这里生动再现了抗战文化、巴渝文
化，让抗战历史可触可感，是一本值得反
复翻阅的‘活教材’。所以，我们还将其纳
入了中小学思政课的‘校外课堂’。”渝中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浩表示，经过第三方
公司打造，它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剧本”。
同学们一进场，就能迅速进入某个角色，
通过互动体验学习防空知识和技能，提高
应对灾难的能力，更加深刻地了解人防的
历史沿革和成就，以及近百年来中国及重
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学生都表
示，在这里学习历史很有代入感、吸引力。

距离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一公里左
右的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内，也有一个防
空洞。经改造后，这里更名为“十八梯大
隧道遗址”，并于2021年9月开放。

因为地处景区内，这个防空洞自然也
不缺人气，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游客
市民进洞参观。洞内图文并茂地展示着
重庆人民当时是如何自建防空洞，坚持在
炮火中积极生产、在苦难中乐观生活的，
可深切感悟“愈炸愈强”的城市精神。

今天，带着浓厚历史色彩的防空洞，
已由单纯的防护功能实现了向平战结合
的转变，其战备效益、宣教价值、文旅价
值、民生效益、经济效益进一步拓展和延
伸，正不断焕发新活力。

开发出主题景区、火锅店、书屋、博物馆等多种业态——

重庆防空洞变身休闲“打卡地”

XIN YU BAO

032023年8月15日 星期二
责编 熊雅雯 美编 黎刚强综合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何美林）8月 11日，大足区
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2年大足法院行政
案件司法审查报告以及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2022年以来，大足持续深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探索推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和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等重点工作，持续深化司法和行政良性互动，全力
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大足区法治政府建设提
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据统计，2022年，大足
区人民法院审结行政诉讼案件 136 件，同比下降
44.26%，其中行政机关败诉案件 13 件，同比下降
40.9%，行政机关败诉率为8.5%。

下一步，大足区人民法院将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助力行
政机关提升决策水平，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护航经
济发展有力有效，全力推进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法
治政府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大足深化司法行政良性互动

□ 新渝报记者 陈安林 龚文韬

文峰溪游园刚“诞生”、南山新城和
园又开始紧锣密鼓筹备，海棠公园、白鹤
湿地公园等一个个大型公园建设如火如
荼……在大足，一批批口袋公园为市民增
添了家门口的惬意；一个个大型公园的建
设让大足城市景观更加丰富、城市色彩更
加鲜明。当前，大足正通过补缺增绿、提
升品质、增强功能、挖掘文化、精细管理等
举措，打造一座“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
水绿岸、鱼翔浅底”“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的绿色城市会客厅。

习习晚风中，文峰溪两边美人蕉摇
曳生姿，黄粉相间的花朵与潺潺溪水、岸
边绿茵、亭台水榭共同勾勒出一幅城市
生态画卷。随着夜幕降临，文峰溪游园
里，散步的群众逐渐增多。

“这里原本是一个臭水沟。”李大姐
告诉记者，她是文峰溪游园的“常客”。
因为家住游园周边翠屏公租房，平时在
游园对面的小超市工作，全程见证了文
峰溪游园的“诞生”。她介绍，因为水的
流动性差加上周边木材市场污染，以往
文峰溪周边时常会散发恶臭。“建成了游
园后，不仅周边种上了各色花草，安装了
亭台水榭，还有专人管理。”李大姐说，

“现在水质和环境都变好了，我晚饭后就
经常来散步。”

近年来，大足区利用城市闲置地、边

角地改造，建成龙岗前进、北禅、翠屏等
8个社区口袋公园 1.2万平方米。“我们
今年还会打造南山新城、翠屏社区游园
两个口袋公园。”大足区城市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说。

同时，大足还持续擦亮“绿色”名片，
打造一批有特色的大型公园，持续点亮
家门口的“诗和远方”。“重庆最美公
园”——香国公园，小桥流水、古色古香，
是大足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重庆最
美社区公园”——同心公园，太空荷花、
太空睡莲等竞相绽放，尽显“中国荷莲之

乡”风韵；“首批重庆历史名园”——北山
公园，绿意盎然、古朴幽静，与北山石刻
珠璧交辉。一张张绿色名片的建成，让
大足先后斩获“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殊荣。

如今，一批大型公园即将“上新”。海
棠公园内，各类作业机械来回穿梭，一派
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海棠公园分为两
期建设，一期包括缘溪步道、登山步道、景
观桥、游乐设施、露营基地、文化景观及设
施等，如今公园大轮廓已初步显现。“我们
现在正全力以赴赶工期抢进度、抓质量，

确保今年内海棠公园（一期）建成。”大足
海棠新城管委会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去年，大足区共新增城市绿地
67.92万平方米，创建市级园林市街一条、
园林式单位一个、园林式小区两个，市级重
点公园一个、一级公园两个，香国公园成功
创建国家级AAAA级旅游景区。“今年，我
们将积极做好西迎宾大道提质补缺和以南
山公园为代表的老旧公园改造工作，全力
推动海棠公园建设，力争今年年底竣工，实
现全年新增绿地建成区55公顷。”大足区
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推窗见绿 出门见景

大足“公园城市”建设让群众幸福“加码”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8月9日至11日，根据重
庆市人力社保局、大足区纪委监委关于开展职业培训
专项整治行动的要求，在大足区纪委监委驻大足区民
政局纪检组的全程参与指导下，大足区人力社保局组
织专门检查组，对辖区内的 8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进
行全覆盖现场检查。

三天时间里，检查组深入辖区各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通过座谈交流、查阅资料、个别访谈、电话抽查等方
式，重点对培训机构是否存在虚假培训、超许可培训、
虚假宣传，是否围绕就业导向开展培训，师资力量是否
充沛，课程设置是否合理，培训档案资料是否规范完
整，是否存在使用盗版教材及自行翻印教材等进行了
全面检查，对于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大足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
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短板和薄弱环节，深入剖析
问题根源，认真研究工作举措，扎实整改；针对问题短
板，举一反三，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和风险防控
措施，建立健全促进全区职业培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长效机制。

大足专项检查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 荆晶）许多证据已
证明久坐影响健康，因此不少专家建议人们少坐、多
动。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量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
人员说，每坐半小时起身活动五分钟就可以达到较为
理想的效果。

哥伦比亚大学瓦杰洛斯内科与外科学院行为医学
副教授基思·迪亚斯博士牵头的研究团队招募了11名
中老年志愿者，其中大多数人身体健康，没有糖尿病和
高血压。按要求，研究对象在 5天内每天在实验室的
人体工学椅上坐满 8小时。坐着的时候，他们可以玩
手机、用笔记本电脑或者阅读，也会按时进餐。但其中
一天，他们除了上厕所外不能起身活动。其余4天，他
们可以每天从以下 4种活动方式中选一种：每坐 30分
钟或60分钟后在跑步机上走路1分钟或5分钟。

这 5天里，研究人员会定时测量志愿者的血糖和
血压。他们发现，与一整天坐着不动相比，上述活动方
式均可令志愿者的血压降低4至5毫米汞柱。此外，每
坐 30分钟后活动 5分钟降低血糖的效果最明显，但坐
60分钟后再起身活动对血糖没有影响。

研究人员还评估了志愿者的情绪、疲劳程度和认
知水平。他们发现，除每 60分钟活动 1分钟这一方式
外，其余活动方式都能有效减轻志愿者的疲劳感，提振
情绪。但这些活动方式对认知水平均没有影响。

相关研究报告12日由美国运动医学院旗下《运动
医学与科学》季刊网络版刊载。

迪亚斯在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网站上发表的
文章中说：“运动对情绪和疲劳感的影响十分重要，如果
一种行为让人感觉良好、心情愉快，人们就会做得越多。”

“为了健康，除了日常锻炼之外，你还需要在工作
中经常活动。”他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分
散在工作日的少量步行活动，也可以大大降低患心脏
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

研究：每半小时活动五分钟
或可缓解久坐危害

近日，市民在美丽的香国公园晨练。 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近日，记者从大足区政府
印发的《2023年全区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中获悉，大足区将聚焦
重点行业领域、重大安全风险，建设集日常管理、监测
预警、应急指挥、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安全
智慧大脑”。

根据《工作要点》，大足区将加快基础数据汇聚，推
进数字化管理，实施安全科技推广应用行动，提升安全
风险管控和应急处置能力。2023年年底前，完成燃气
安全、重大危险源监测、防汛抗旱、森林防火等应用场
景数字化建设。

同时，大足区将实施基层“五有”规范化建设行动，
围绕有机构、有人员、有条件、有能力、有规则的“五有”
标准，启动镇街、工业园区、风景区等功能区应急管理
规范化建设。2023年年底前，基层“五有”建设达标率
不低于30%，办公场所规范化建设率、救援力量覆盖率
以及应急救援、执法装备标准配备率达100%。

在实施防灾减灾基础建设行动方面，大足区将统
筹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系统化治理，开展冬春灾害防治
基础建设，加快推进巴岳山脉林区规划并实施，加强对
小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危除险，按要求完成避险搬
迁“金土工程”目标任务等。

此外，按照《工作要点》，大足还将深入开展安全宣
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进校园、进农村活动，积极
开展安全生产月、“5·12”防灾减灾日、“安康杯”企业安
全知识技能竞赛、“安全文化示范企业”、“最美应急人”
等活动。

大足区加快数字赋能安全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