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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姜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全
国近 2500所技工院校 20多年来累计培养了
近 3000万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就业
率常年保持 97%的同时，技工院校该如何进
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多家技工院校负责人告诉记者，技工院
校按照职业标准设计课程体系，学生学完一
门课，基本可以掌握一项技能，学完一个专
业，基本就能胜任岗位需要。因此，许多院校
招生即招工、进校即入企，学生还没毕业就已
被预订。

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记者看到，与西
门子共建的智能生产车间里，机器人手臂挥
舞，数字化设备上参数不停变化。在老师指
导下，学生们仔细操作着手中设备。

从就业市场看，近年来企业对技能人才的
需求越来越旺盛，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倍
以上，高技能人才甚至达到 2倍以上。而技

工院校的办学定位，正好符合部分企业所需，
使得毕业生面临的就业机会较多。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军峰告
诉记者，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毕业生年均
就业率达98.5%以上，平均1个毕业生有5个
岗位等着招。每年有超25%的毕业生在世界
500强、中国500强及国家重点企业就业。“在
关注就业率的同时，更需重点提升毕业生的
就业质量。”

伴随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企业用人要求
也在攀升，对技能人员的基本素质、操作水平
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不少技工院校表
示，当前必须加快调整步伐，提高人才培养与
地方经济结合的紧密度、与行业企业发展需
求的适配度。

技工院校和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的广

东，近两年下大力气推动产教融合，变学校
“一头热”为校企“两头甜”——

一方面，对企业加大政策激励。对认定
为产教融合型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等
支持，落实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减免以
及其他税费优惠。截至2023年末，广东已认
定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1233家，不少企业真
正参与到职业教育中。

另一方面，推动学校创新教育模式。全
省技工院校与 100多家世界 500强企业及国
内 800多家大型企业合作，不断增强对家长
和学生的吸引力。目前广东148所技工院校
每年向社会各界输送毕业生超17万人，实现
招生、就业两头旺。

“为持续提高人才供给水平，在充分就业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近年

来，我们结合产业升级趋势和社会急需紧缺，
动态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指导技工院校围绕
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等培养人才。”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上述负责人说。

2024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
意见》明确提出，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
展，组建一批技工教育联盟（集团），遴选建设
一批优质技工院校和优质专业。

“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共设15个专业
大类，330个专业。目前人社部门正在启动
新一轮专业目录征集工作，下一步将动态调
整优化专业设置，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
深度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
设司上述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企业用人要求攀升

技工院校如何提高育人水平

□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一把镊子、一把刷子、一支毛笔、一碗糨
糊，9月11日，在铜梁区安居古城象征文脉传
承的文庙奎文阁底楼，60岁的唐智勇正在有
条不紊地修复清雍正年间的《子史精华卷》。
如同一名“隐士”，他每天大部分时光都在这
张大桌前度过，沉浸在与故纸对话的时光中。

信守承诺 携古籍安居“安家”

唐智勇是大渡口人，从小爱读书，特别是
历史故事。20世纪9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
浪潮，他放弃“铁饭碗”，南下广东，很快挖到

“第一桶金”。
唐智勇一边做生意，一边收藏古籍。时

光对古籍并不仁慈，他就开始试着修复。从
民间“发烧友”一步步成为业界专家，曾任广
东省收藏家协会古籍专委会主任。

“古籍，是文脉的载体，蕴藏着国人的精
神密码。”唐智勇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籍、珍视古籍，共同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9年春节，唐智勇返乡祭祖，听闻铜
梁千年古城安居正在进行修复。他刚到安居
古城，就被这里所吸引。在古城里的旧书摊，
他淘到两本古籍。“这里不仅有古色古香的历

史建筑，还有满是灵气的山山水水。我感觉
这里一定藏有许多快要消亡的古籍。”

商海打拼已 20余年的唐智勇一直有返
乡打算，只是苦于在重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地方来收藏他那数万件古籍。当时，铜梁区
委、区政府正启动安居古城文庙修复，安居镇
向唐智勇递来橄榄枝，双方一拍即合。

2022年，文庙经过两年多的精心修缮，
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游客探访古城深厚文化
底蕴的新晋打卡点。唐智勇也信守承诺，结
束生意，蚂蚁搬家般将 3万余卷珍藏的古籍
运到文庙的奎文阁，人和书都在此安家。

身兼数职 一人撑起一个古
籍博物馆

走进安居古城奎文阁，古意盎然，上下三
层均存放着从五代十国到近代的各类古籍，
犹如一个古籍博物馆。

经唐智勇修复的《雷峰塔经》《太平御览》
《唐书》《旧唐书》《钦定礼仪》《西夏国书略》
《三国志》等上万卷古籍，如今静静地陈列在
奎文阁中，其中《雷峰塔经》成为镇楼之宝，吸
引了无数游人驻足。

唐智勇既是馆长，也是古籍修复师、讲解
员。他非常乐于给游客、居民做讲解，并现场
展示古籍修复技艺。

采访中，几位游客踏进奎文阁，唐智勇当
即引领游客从一楼逛到三楼——

“1924年，西湖边矗立千年的雷峰塔轰
然倒塌，人们发现，许多砖块内装有佛经。
这就是藏在塔砖里的《雷峰塔经》，经历了
1000多年时光的考验保存下来。你们看，卷
头刻有礼佛图，之后是经文，每行 10字，共

2700余字。”“这是 114册的《太平御览》，是
清嘉庆年间的活字本，由徽商汪昌序印刷。
《太平御览》是古代的百科全书，相当于现在
的搜索引擎”……

一圈走下来，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唐智勇满足地抿了一口手中的茶：“多向大家
展示，多向大家讲解，把这条路走下去，这是
我的初衷，这也是我未来的路。”

望闻问切 对症下药治“书病”

揭、补、压平、衬纸、钉线……唐智勇每天
粗茶淡饭，埋头苦干，每一次修复都仿佛在与
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古籍年代久远，脆弱身躯早已伤痕累累，
虫蛀、粘连、破损、污渍均是“书病”。唐智勇
说，自己犹如医者问疾，望闻问切后再对症下
药。望，检查破损情况；闻，气味判定纸张的

矾化程度和有无霉烂；问，询问书籍来历；切，
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情况。

此外，清洗除尘、修复破损、脱酸处理、加
固支撑、修补整饰、封装保存，整个流程都是
全手工，不能使用丁点“现代工艺”。

2002年，唐智勇收藏到一部古代经书，
如获至宝。他尝试着展开经书，发现因长期
受潮，纸张之间紧密粘连，成了民间俗称的

“指头经”。他先用蒸汽将经书蒸松散，再找
来明代纸张托底，一寸一寸用镊子剥开，一点
碎片都没丢弃。

这卷 2米多长的经书，唐智勇花了一年
多时间才修复完毕。

对唐智勇来说，每一片故纸都有生命，他
的使命就是让这些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让
这些一碰就碎的古籍重新“活”过来。日前，
唐智勇的古籍修复技艺已申报铜梁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经本公司股东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决定，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将吸收合并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万隆运输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完成后，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持续经营，
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等保持不变，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
团万隆运输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前重庆长途汽车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9052.69万元、重庆长途汽
车运输集团万隆运输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25.52万元，合并后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19052.69万元保持不变。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万隆运输有限公司的全部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重庆长途汽
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依法承继，不再进行清算工作。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
登记手续，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万隆运输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8日

关于本公司被吸收合并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决定，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将吸收合并
重庆市大足区棠城汽车客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吸收
合并完成后，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持续
经营，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等保持不变，重庆市大足区
棠城汽车客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合并前重庆长
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9052.69万元、
重庆市大足区棠城汽车客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850万元，合并后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19052.69万元保持不变。

重庆市大足区棠城汽车客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有
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
义务由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依法承继，
不再进行清算工作。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
登记手续，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足区棠城汽车客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0月18日

关于本公司被吸收合并的公告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 实习生 赵元元）10月15日，
大足区残联组织开展以“推动法律落实 依法维护权益”
为主题的 2024年国际盲人节系列活动，来自全区 100余
名视障残疾人及其亲友参加活动。

“大家一定要知法、懂法、用法才能保护好自身的合
法权益。”在助残普法维权讲座上，大足区残联的法律顾
问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以案释法，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残疾人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就残疾人在日常生
活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引导广大残
疾人朋友懂法守法，切实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的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能力。

据悉，目前，大足区有 3.85 万残疾人，其中视力
残疾 4446 人，开展此次活动旨在让大家知晓更多的
法律知识并懂得依法维权，同时通过按摩技能交流
展示活动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进一步提升大足区盲
人朋友们按摩技能，让盲人更好地走进社会。

下一步，大足区残联将加大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力
度，落实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加大促进残疾人就业

“十大行动”工作力度，鼓励引导用人单位认真履行社会
责任，积极安排残疾人就业，维护好残疾人权益。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 通讯员 谭大红）
近日，大足通桥街道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的宣传栏、居民微信群内，一
个标注着“码上举报”的二维码吸引了不
少群众的围观和讨论。小小二维码，成为
了通桥街道激活基层监督“微细胞”的重要
举措之一。

以往，群众发现基层工作中的问题，可能
面临着不知向谁反映、反映流程繁琐等困
扰。现在，“码上举报”为群众提供了一个便
捷高效且保密的监督举报渠道。群众只需扫
一扫二维码，就能将问题迅速反馈，让监督随

时随地发生。这一举措极大提高了群众参与
监督的积极性，使得基层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违规操作等行为无处遁形。

与此同时，通桥街道的“廉情驿站”也
在基层监督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廉
情驿站”就像是基层监督的信息收集站和
问题处理站。它由专人负责管理，一方面
主动收集来自群众的意见和廉情信息，另
一方面及时将街道关于廉政建设的政策、

措施等向群众宣传普及。在社区里，“廉情
驿站”的工作人员经常与居民面对面交流，
了解居民的所思所想所盼，尤其是涉及到
社区资金使用、惠民政策落实等关乎群众
切身利益的事情。

“码上举报”与“廉情驿站”相辅相成。“码
上举报”侧重于快速获取问题线索，而“廉情
驿站”则在深入沟通、信息整合与问题处理方
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二者共同作用，让基层

监督的网络织得更密。社区里的一些小贪腐
行为、不作为现象因为有了双重监督机制而
得到了有效遏制。

在这种监督机制下，通桥街道基层工作
人员的服务意识更强了，办事效率更高了，社
区的各项工作也更加公开透明。这一举措
为通桥街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廉政氛围，
基层监督的“微细胞”释放出更大活力，推动
基层治理向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通桥街道：“码上举报”让群众监督明明白白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通讯员 黄开立）10月 15
日，川渝蜂农养蜂技术培训班在大足区高坪镇开课，来自
大足区和四川省安岳县的40余名蜂农参加培训，学习中
蜂科学养殖和蜂蜜增产技术。

培训班由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大足区畜牧渔
业发展中心、高坪镇政府共同举办，特邀云南农业大学高
级工程师匡海鸥、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研究员景开
旺前来授课，为蜂农解疑答惑。

据了解，在养蜂过程中，大足和安岳的不少蜂农遇到
困难。今年夏天和初秋时节，因为气温过高，蜜蜂不再采
花酿蜜，有的蜜蜂养殖场有近两个月时间停产。而接下
来要确保蜜蜂平安过冬，一些蜂农也感到担心。

针对蜜蜂养殖中的诸多难题，两位养蜂专家简明扼
要地讲解蜜蜂的习性、蜜蜂生存和劳动所需的环境条件、
给蜜蜂降温与保暖的技术要领、防范蜜蜂天敌毒黄蜂袭
击蜂巢的办法、冬季给蜜蜂补充食物的注意事项等内容，
并带领蜂农走进高坪镇楠木林养蜂基地，现场指导进行
养蜂技能实际操作，让蜂农吃下科学养蜂“定心丸”。

“专家说，草木灰是碱性的，蚂蚁怕它，可以用草木灰
来驱赶蚂蚁，防止它们跑到蜂箱偷蜂蜜。回去后就要在
蜂箱四周的地上撒草木灰，这样就不怕蚂蚁来搞破坏
了。”蜂农们感到培训很有收获，纷纷与专家交换联络方
式，准备随时求教。

另外，针对部分蜂农担心明年遇到蜂蜜销售渠道不
畅、售价不高的难题，两位专家建议除了做好蜂蜜质量检
测，还要学会讲述高坪楠木林蜂蜜的故事，用文化为蜂蜜
市场营销推广赋能。

“听说蜂农遇到技术难题，重庆畜牧技术推广总站急蜂
农之所急，组织专家送科技下乡，给大足和安岳的蜂农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有力支持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看到专家授课干货多、效果好，高坪镇镇长何泽良赞不绝口。

蜂农有需求，专家勤服务。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特色产业科副科长张晶当即表示，高坪镇和安岳县两板桥
镇、双龙街乡山水相连，都有上千年的养蜂的传统，如今蜂
蜜产业都是当地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对于带动群众增
收、促进乡村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今后将
及时组织养蜂专家为蜂农生产保驾护航，切实帮助他们提
高蜂蜜品质和产量，叫响川渝“楠密”等蜂蜜品牌。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实习生 宾
振宇 文/图）川渝两地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资源
丰富，自2023年3月启动的《巴蜀石窟全集》编
撰工作，对于系统整理和研究巴蜀地区的石窟
艺术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组正在开展四
川乐山站的野外收录。10月15日，项目组前往
夹江县城西3公里处的千佛岩石窟进行拍摄。

千佛岩石窟以唐代摩崖造像为核心，
在青衣江畔的崖壁上，密集排列 162 窟共
计 2470余尊石刻造像，蔚为壮观。项目组
将通过文字记录、科考摄影、现场测绘、拓
片等方式，对石窟的整体外观、内部构造、
造像细节等数据进行采集，尽可能完整地
呈现石窟现状。

“这些佛像由民间自发镌造，内容丰富多
样，技艺精湛，展现了中晚唐时期石刻艺术的
辉煌成就。我们预计用5天时间完成千佛岩
拍摄工作。”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
工作人员任宥介绍。

10月8日，项目组开启了乐山站的野外调
查，相继对乐山市区的乐山大佛、凌云山临江

摩崖造像、白岩山石窟，夹江县的佛阡岩、牛仙
寺等石窟点进行了收录，接下来还将前往峨眉
山、井研县、沐川县等地。《巴蜀石窟全集》的编
撰工作是一项系统且艰巨的任务，1年多来，项
目组跋山涉水，不畏严寒酷暑开展工作，努力
让《巴蜀石窟全集》的每一卷、每一页、每一图、
每一字成为人们对巴蜀文化共同的记忆。

“从2023年3月开始到现在，巴蜀石窟全集
项目组已相继开展了重庆合川、潼南，四川广
元、巴中、南充、遂宁等11地的210多处造像的
收录工作，整理了巴中、眉山、南充、遂宁等地图
片等资料。接下来，将在10月底结束四川乐山
站的行程，前往成都、安岳等地继续开展野外调
查，预计2026年完成野外调查工作。”任宥说。

据介绍，野外调查工作结束后，将进入室
内资料整理和编纂出版阶段。《巴蜀石窟全
集》作为首个系统收录巴蜀地区石窟的考古
调查研究项目，将为学界和公众提供一份全
面深入了解巴蜀石窟的重要文献资料，对于
推动川渝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旅游发
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川渝蜂农赴大足“蜜蜂小镇”学技术

他在安居古城“修复”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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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工作人员正在收录数据。

新渝报讯（通讯员 王廷志 陈晓龙）日
前，重庆新双圈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双圈公司”）纪委在重庆红岩重型汽
车博物馆举办了一场以“清风红岩 荷韵莲
廉”为主题的廉洁文化摄影作品展，吸引了不
少游客驻足观看。

本次展出的摄影作品共100余幅，主要来自
新双圈公司干部职工及其家属。这些作品以独
特的视角，展现了荷花在不同场景下的千姿百
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看取莲花净，

应知不染心”“灼灼荷花瑞 亭亭出水中”……配
上“廉言廉语”，荷花摄影作品“廉味”更浓，让参观
者在潜移默化中就受到了廉洁文化的熏陶。

近年来，新双圈公司纪委把清廉文化主
题活动作为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利用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组织开展

“树清廉家风·创最美家庭”书画展、“清风正

德·廉度端午”诵读比赛等清廉文化主题活
动，通过写廉语、绘廉画、读廉诗、唱廉歌，教
育引导全体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涵养清廉家
风，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同时，该
公司纪委在区纪委监委具体指导下，有力有
序推进廉洁文化阵地建设，将三线建设者艰
苦朴素、勤俭节约、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故事及

精神品质融入重庆红岩重型汽车博物馆相关
场景，成功将其打造成为“重庆经信系统清廉
文化阵地”，积极创建市级清廉文化示范基地。

“下一步，我们将与时俱进丰富、创新廉洁
文化载体和传播形式，让廉洁文化更接地气、
更聚人气、更有生气，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廉动力’。”该公司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新双圈公司纪委：举办廉洁文化摄影作品展

《巴蜀石窟全集》采集乐山“宝贝”

国际盲人节

大足视障人士学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