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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开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1日发布通知，

部署启动2024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

攻坚行动。行动以“助力攻坚 就创青春”为主

题，于7月至12月开展，对2024届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政策落

实、招聘对接、困难帮扶、能力提升、权益维护

等不断线就业服务。

通知明确，为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提供

求职指引和便利，集中发布致高校毕业生一

封信和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清单、就业创

业服务清单、就业创业政策清单。推广未就

业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开放线上线下求

助渠道，允许未就业毕业生在户籍地、常住

地、求职地进行失业登记或求职登记。对未

就业毕业生等青年落实实名就业服务，提供

至少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

推介、1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实施

困难帮扶专项行动，将脱贫家庭毕业生、残疾

毕业生、长期失业青年和求职补贴发放对象

纳入帮扶台账，推进分层分类就业帮扶，优先

提供指导服务，优先推荐就业岗位，优先开展

培训见习。

通知提出，开展政策进校园、进社区、进企

业活动，公开办理流程，明确办理时限，推行

“直补快办”“政策计算器”等服务方式。推进

“职引未来”系列招聘，广泛收集有利于毕业生

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开展专业化、行业

性、分区域的招聘活动。未就业毕业生较为集

中的城市和用工密集的地区每周至少举办1次

专业性招聘活动，每月至少举办1次综合性招

聘活动。

（邱玥）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暑期来

临，清华北大两所历史积淀深厚、校

园风光旖旎的高等学府又将迎来数

量庞大的校园参观人群。北京大学

目前已经开放了暑期校园预约参观，

清华大学发布了 2024 年暑期校园参

观管理通告。两所大学都继续要求

网上实名预约，并按指定路线参观、

从指定校门出入。清华大学还强调，

谢绝商业机构组织人员到校内开展

“一日游”活动，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进

行摄影、摄像、直播等活动。

清华北大开放暑期校园预约，迎

接游客入校参观，符合大众的期待。

除了常规的参观规定，诸如实名预约

制、限量、限时、指定路线等之外，清

华今年还特别强调，禁止“营利性直

播”等活动。显然，此举意在未雨绸

缪，防止有人打着参观清华校园名

义，借机引流吸粉、兜售商品以牟取

商业利益，让原本向大众开放、免费

参观名校的公益行为，掺杂进蹭流量

的商业行为。

每年暑假期间，北京往往会迎来

一波亲子游、研学游、毕业游等热潮，

这些以中小学生、家长为主的游客群

体，大都想进入清华北大的校园参

观，一览名校风采，也为“名校梦想”

开启一段机缘。目前，入校参观的分

为个人和团体两大类，前者主要是亲

子游散客，后者则是机构组织的中小

学生研学、夏令营等，对于此类以参

观、学习为目的的游客，清华北大往

往乐于接待。

但是，由于清华北大两所名校在

网上的热度很高，一些商业机构、主

播等看上了这一波商业流量，借机组

织“清北一日游”商业活动，还有人在

校园内推销产品、宣传推广，甚至在

学校搞商业直播、带货等。这些行为

与清华北大的公益性参观相悖，还容

易引起社会大众的误会，以为清华北

大是与机构、主播合作，趁着旅游旺

季来临，借机造势蹭流量，搞商业活

动赚钱。

因此，清华宣布谢绝商业性的“一日游”活动，

要求不得在校园内开展经营性活动，禁止营利性直

播等，禁止提供有偿报备进校活动及车辆揽客、兜

售纪念品等违规行为。如此，在公益性与营利性之

间划清了界限，即可从入校人员的行为表现，将普

通游客与商业活动区隔开来，对不合规者及时清理

出去，防止有人浑水摸鱼。为避免这些人再次入校

园搞商业活动，其实还可更进一步，将其纳入“黑名

单”，并在一定期限内拒绝进入。

与此同时，在暑期游旺季来临之际，由于想入

校园的游客太多，清北两校每天放出的名额有限，

容易发生供需严重失衡的局面，经常出现名额被

秒杀、抢不到的情况。由此，清北两校需要积极回

应大众声音，采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甄别和打击

“黄牛”倒卖名额，禁止师生收费带人入校等违规

行为，让校园更干净，并对预约机制进行优化，适

当延长开放时间，尽可能满足更多中小学生入校

参观的愿望。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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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基

本实现青少年熟练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

动技能”。如何定义“熟练掌握”？测评依

据是什么？缺少统一、规范的评价体系曾

是长期困扰学校体育工作的一道难题。

7月10日在京举行的中国学生运动

能力等级标准研究成果推介会上，教育专

家及学校体育工作者表示，随着今年5月

《足球课程学生运动能力测评规范》等22

项针对学生运动能力的国家标准正式发

布，上述难题在未来有望得到破解。

22项标准测评指标各有侧重

《足球课程学生运动能力测评规范》

等22项国家标准，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以下简称“教科院”）牵头研制。该标准

自2019年正式启动研究至2024年5月通

过审批发布，历时5年。

运动能力测评研究是个庞大工程，牵

涉测评什么、用什么测评、怎么测评，以及

测评场地与器材的运用等问题。经过实

验、数据分析和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22

项运动能力标准，包括足球、篮球、排球、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田径、体操、游泳、

武术等21项专项运动能力和1项基本运

动能力。

每项标准都划分六个等级且逐级提

升。基本运动能力六个等级与学段年级

对应，专项运动能力六个等级按难度进阶

划分为三期，夯实基础期包含一级、二级，

提高能力期包含三级、四级，发展特长期

包含五级、六级。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能力水平，有选择性地进行测评。

根据各类专项运动特点，设立的评价指标

有所不同，如球类运动主要通过单个技

能、组合技能、比赛进行评价，武术、健美

操等主要通过单个动作、成套动作进行评

价，还有的如游泳、滑冰通过单个技能、组

合技能、竞速进行评价等。

这套标准是我国首个用于评价学生

运动能力的国家标准，对标最新的《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将为深化体育课程教

学改革、促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标准助推体育教学改革

据了解，这套标准将陆续在全国试点

推行。教科院院长李永智认为，学生运动

能力标准开创了教科院科研成果转化的

新维度，是教育科研成果直接应用于教育

实践的具体体现。

在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首

任院长毛振明教授看来，这套国家标准的

发布，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他表示，

制定中国学生运动能力等级标准是一个

“天然的难题”，因为这涉及到社会对体育

的整体认知、体育项目自身特点等多方面

因素。“比如，运动表现并非完全重复的特

点，使得它难以判评。此外，运动有多种

类型，搏击类、表演类，等等。”

毛振明说，过去体育课教学的一块短

板在于上下学段不衔接。例如，从小学到

中学再到大学，篮球教学都从最基本的运

球开始。“为什么会重复？为什么不衔

接？这是由于下一个学段不知道此前学

到什么水平了。现在有了这套标准，就不

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该套标准不仅有助于“体育课走班

制”落地，真正实现体育分层教学的目标，

还可用于体育中考、学业评价、体育教育

质量监测等。

（韦骅 高鹏）

中国学生运动能力等级有了国家标准

快乐暑假学艺忙快乐暑假学艺忙

7 月 14 日 ，

合肥市瑶海青少

年活动中心，孩

子们在老师的指

导下学习绘画。

暑假期间，合肥

市许多中小学生

利用假期参加舞

蹈、美术、器乐、

体 育 等 兴 趣 培

训，增长知识、陶

冶情操，丰富暑

期生活。

熊伟 摄

爱心书包 助力梦想
本报讯 近日，为激励和支持在今年

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成功跨越本科线的

考生，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街道总工会、万小

店社区联合辖区非公企业开展了“爱心书

包，助力梦想”公益活动。此次活动将持续

10天，旨在通过赠送爱心书包的方式，向

即将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表达社区的

关怀与期望。

活动中，考生凭准考证和分数单就可

以免费领取一个爱心书包。社区负责人表

示：“希望这份礼物能够成为他们新旅程的

起点，激励他们在大学期间更加努力学习，

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

“爱心书包，助力梦想”公益活动不仅传

递了社区对青年成长的关注与支持，更激发

了考生们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考生

们纷纷表示，将珍惜这份来自社区的关爱，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投入到未来

的学习与生活中，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此次公益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高考

学子们送去了温暖与鼓励，也为社区营造了

关爱青年、支持教育的良好氛围。 （林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