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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署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笔者从教育部获悉，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决策

部署，抢抓就业工作冲刺关键期，教育部部署

各地各高校于5月至8月开展2024届高校毕

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百日冲刺”行动以“千方百计拓岗位 提速

增效促就业”为主题，通过开展“就业促进周”

等六大行动，精准拓展就业岗位，持续优化指

导服务，引导帮助有就业意愿但尚未落实就业

去向的毕业生积极求职，全力促进2024届高校

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一是开展“就业促进周”聚力行动。各地

各高校集中组织大规模校园招聘、政策宣传、

访企拓岗、供需对接、重点帮扶、征兵动员、成

果宣介等主题活动，加快推动2024届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进程。

二是开展“访企拓岗”提质行动。持续深

入开展“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

动”，有针对性地拓展市场性就业岗位。高校

领导班子立足毕业生求职需求，组织形式多样

的校企供需对接活动，想方设法为毕业生开拓

就业新空间。二级院系领导班子结合学科专

业特点，足质足量开拓专业相关性强、人岗匹

配度高的就业岗位。各地结合高校学科专业

布局和企业用人需求，按区域、按行业组团访

企拓岗。加强新开拓岗位的归集整理和精准

推送，按生、按岗建立信息库，持续跟踪调查招

聘达成度，提升岗位利用率。

三是开展校园招聘增效行动。依托国家

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集中开展“24365校园招

聘服务”系列专场招聘，持续加强就业岗位的

互联共享和精准推送，举办“全国中小企业网

上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民营企业招聘月”等

招聘活动。各地举办区域性、行业性、联盟性

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各高校持续开展“万

企进校园”活动，加大对中小企业进校招聘的

开放力度，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提供直播带

岗、网上宣讲、远程面试及就业信息个性化订

阅等服务，提升校园招聘实效。

四是开展公共部门招录加速行动。各地

加快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和国有企

业岗位招录（聘）进程，各高校抓紧推进专升

本、第二学士学位等升学考试。组织实施第五

季“国聘行动”，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

集中宣传“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

“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

积极开拓基层就业岗位，健全支持激励体系。

加大征兵宣传和军队文职人员政策宣介，健全

支持激励体系，配合做好兵员征集工作。

五是开展就业指导服务优化行动。国家

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播出系列“互联网+就业

指导”公益直播课。各地各高校组织开展就业

育人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形势政策讲座、党团

组织活动、带生访企等形式，引导毕业生树立

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畅通毕业生沟通反馈

渠道，密切关注毕业生就业进展和求职诉求。

加强就业安全教育，帮助毕业生防范“黑中介”

“招聘付费”等就业陷阱，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严

厉打击招聘欺诈、恶意解约、“培训贷”等违规

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毕业生权益。

六是开展重点群体帮扶护航行动。各地

各高校持续完善就业帮扶工作机制，对脱贫家

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就业困难毕

业生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建立帮扶工

作台账，做好精准有效帮扶，动态跟踪求职进

展。特别关注有就业意愿但尚未落实就业去

向的重点群体毕业生，“一对一”精准推送3个

以上岗位。认真组织实施宏志助航计划，优先

保证2024届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高校毕业生

“应培尽培”，切实提高参训学生综合素质和就

业能力。

（欧媚）

立夏后，不断升高的气温已经让人初步
感受到了炎炎夏日的气息。面对夏季的高
温，人们可以通过空调、冰镇西瓜等方式降
暑，那么在太阳下暴晒的植物又用什么方式
来应对炎热酷暑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

改变形态结构

与人类不同，植物可谓是一个“百变魔
术师”，当酷热干旱来临时，植物通常会改变
叶片、根系、气孔的状态等方式来适应缺水。

叶片表皮外角质层中的蜡质成分会在
干旱的诱导下增加，像一层紧密的保护膜以
减少水分的丢失。耐旱植物叶片中的透明
蜡质层还能反射大量的太阳光，降温的同时
也减少了水分的蒸发。

除此之外，叶片中的气孔变化也是抗旱
的重要途径，当高温来临时，植物会减少气
孔的开度。而当温度降低到适宜时，气孔开
度增大，提高了植物体内水分的利用效率。

当然，植物抗旱可不止地面上的叶片，
还有地下的根。

农谚云“旱长根，水长苗”。干旱时，根
系会首先利用资源，促进根系生长使其探入
土地更深处，吸收水分和无机养分，保证植
物的生长，人们常用根冠比来评价植物的抗
旱性。

生理调节抗旱机制

植物除了通过形态结构的改变来抗旱
外，还有一套比人类更高明的生理调节抗旱
机制。比如渗透调节，简言之就是提高植物
细胞渗透压，维持植物自身细胞不失水。

当初遇干旱时，植物自身一些渗透压调节物含量就
会增加，常见的如脯氨酸、一些可溶性的糖类以及部分无
机离子，这些物质在调节渗透压的同时也保护了生物膜
的成分，维持了植物在低水势的环境下能够正常生长。

随着近年来的不断深入研究，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
些干旱诱导蛋白，其中就包括LEA蛋白，这类蛋白产生于
胚胎发生后期，具有脱水保护剂的作用，能够与细胞内其
他蛋白相互作用稳定细胞的结构，另外还能够与遗传物
质配合调控一些基因的表达，这些都进一步提高了植物
的抗旱能力。

清除自由基机制

除了以上这些调节方式之外，植物与人类一样，都具
有相似的清除自由基的机制。自由基会给细胞结构及遗
传物质等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在正常情况下，细胞内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处于动态
平衡中。高温干旱使得植物产生大量自由基，打破了原有
的平衡，细胞膜及关键酶不断遭到破坏，最终使得植物死
亡。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对于植物抗旱具有极大裨益。

当植物接收到高温干旱的信息后，相关信号就会开
始秘密安排生产抗氧化酶及抗氧化物，如超氧化物歧化
酶、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使得
植物降低高温干旱带来的侵害。

随着科技的进步，植物抗
旱的妙招还在不断被发现。

（林芝）

烈
日
下
植
物
是
如
何
抗
旱
的

教育部最近公布了两批拟同意设

置本科高等学校名单，共有33所高校，

其中校名带着“职业”二字的便有 16

所。“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

纵向贯通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正在加

速确立，职业院校迎来了蓬勃生长的发

展机遇。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职业技术教育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和支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当下，社会各

方对职业教育“新”和“实”的期盼越

来越高。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关键

是要培养出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

新的产业技术工人，从而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推动加快建设现代产业

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大飞机、

大邮轮等大国重器的加速问世，凝聚着

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心血，也呼唤着

更多“新鲜血液”融入其中。

充满朝气的职业教育更能有效发

掘人口潜力，为更多人提供亲手创造美

好生活的机会。职业院校获批新校名

实现升本，意味着全新的办学起点。职

教本科，不应成为普通本科的简单复

制；职教本科院校，也不应成为“专升

本”考试的培训场所。学制年限的延

长，要与更新的办学理念、更新的培养

方案、更新的办学条件相匹配。如此才

能有助于聚焦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核心

任务。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新业

态新职业来支撑。产业发展到哪里，职

业教育就支撑到哪里。未来职业院校

的专业设置应进一步契合国民经济发

展、产业迭代升级的脉搏，同时让更多

在一线崭露头角的大国工匠走入学校

选能育才，让热爱与专注的工匠精神成

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以人为本、技能报国，狠抓“新”和

“实”，职业教育势必大有可为。

（萧海川）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实施新一

期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

（2024—2027）（以下简称“双名计划”），旨

在培养造就更多具有鲜明教育理念和成

熟教学模式、能够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的教育家型教师校长。

“双名计划”培养对象为普通中小学、

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从事一线教育教学

和管理工作的教师和党组织书记、校园

长，以及教师发展机构从事教育教学研究

并指导一线实践的教研员。今年计划依

托培养基地，对入选的300名左右优秀中

小学教师校长进行为期三年的集中培

养。同时新增一批高水平综合大学作为

“双名计划”名师名校长培养基地，承担培

养任务，累计培养基地已达32家。

新一期“双名计划”将积极推进名师

名校长工作室建设，探索名师名校长培养

和引领带动机制，带动区域内教师校长队

伍素质整体提升。同时，把承担教育帮扶

任务作为培养的重要内容，在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建立实践点，通过驻校支

教、线上联合教研、课题共研等方式，建立

精准帮扶机制。 （丁雅诵）

新一期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启动

多彩大课间多彩大课间 活力满校园活力满校园

5 月 21 日 ，在

合肥市庐阳区双岗

街道虹桥小学，学

生 们 正 在 玩 吹 乒

乓球游戏。今年以

来，庐阳区教育体

育局结合学生兴趣

爱好和年龄特点，

积极鼓励各中小学

利用大课间时间组

织学生开展形式多

样、生动有趣的大

课间活动，有效提

升了学生参与运动

的兴趣，增强了学

生的体能体质。

赵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