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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各方就业资源、搭建求职对接
通道，人民网“大学生就业护航计划”中
交集团专场于6月10日正式启动。届时，
国资委等政府部门及上海交通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相关负责人、教师
和学生代表，将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
参与此次活动。 （6月9日人民网）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关系
到千家万户的期盼与福祉。数据显示，今
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 1076 万人，同
比增加 167 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
高。再加上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等因
素的影响，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很
大压力。这个时候，全社会都应该参与到
此项工作来，合力同心，多措并举，围绕
具体情况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牵线搭桥，充分发挥就业平台作用，
增加就业机会。加强牵手企业、高校和高
校毕业生工作，发挥各种就业平台“融
合”作用，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等形式，
满足双方需求，为企业、单位选到人才，
也为大学生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如通过
公开招考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开展
技能培训、参加就业见习，以及通过各级
人力资源市场推荐就业等方式方法，拓
宽就业需求面，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
率，更好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积极引导就业观念转变，吸引更多
高校毕业生向新兴行业发展，向农村进
军。今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在线消费、
无人经济等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
随着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给高校
毕业生提供多种职业、灵活就业的机会。
在这样就业和经济背景之下，要做好大
学毕业生就业观念转变、引导工作，让他
们把更多目光投向公务员、“铁饭碗”之
外的基层一线、新兴产业、农村地区等。
把更多大学毕业生引导到人才缺乏的新
兴产业和基层，让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
层服务，锻炼自我，不断发挥作用，成就
自我。

提供精准服务支撑，鼓励自主创业，
促进带动就业。优化自主创业环境和支
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强调发展“小店经
济”，努力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和以就业
促进发展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对有创业
意愿的，组织参加创业培训，提供创业服
务，落实创业扶持政策等，通过精准服务
支撑，使更多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及
时走上正确轨道，收获就业果实。

精准帮扶、精准施策，特别关注，全
力解决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
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尽早就业，是稳就
业保民生的重要内容。要特别关注并解
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实施结对帮扶、精准
帮扶、精准施策等专门政策，提高和解决
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确保脱贫攻
坚的顺利实施。

尽管眼下就业形势相对严峻，但相
信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精准帮扶，精准
施策，定能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帮助高
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黄跃成

“后高考经济”
请多一份理性

合力同心多措并举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
1193万大军从繁忙的课业压力
中暂时解脱出来。寒窗十几载，
一朝“得闲”之后，这届高考生
各显神通释放消费潜力，一场
火热的“后高考经济”大戏帷幕
正式拉开。

（6月12日中新网）

有压抑就会有释放。数年
紧张的备考，对于高考生来说，
确实有过太多压抑，不仅是精
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数码家
电被控制使用或者自觉抵制使
用，旅游成为奢望，这恐怕是许
多高考生高中生活的真实写
照。高考这条束龙绳脱去，释放
一下自己，放飞一下自己，满足
一下自己，犒劳一下自己，未必
有什么不恰当。不仅高考生如
此，许多家长也抱有如此之念。
但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在“后
高考经济”的火热中，也需要保
持一份理性。

对于高考生来说，首先要看
到的，受束缚的并非自己，还有
父母和家人。家中有了高考生，
就如同多了一道谕令。做事谨小
慎微，说话不敢大声大气，至于
旅游等，对于许多高考生的父母
来说，也同样是被抛在了爪哇
岛。更不用说，有的父母，早早起
床为孩子准备早餐；夜深了，还
在陪孩子学习。比孩子起得早，
比孩子睡得晚，是一些父母的常
态。更有甚者，一天数次接送、送
饭，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
对于考生来说，在放飞自己的同
时，理解父母，感恩父母，陪伴家
人，也是应有的题中之义。

高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来
说，的确重要。但也要认识到的
是，高考并不是人生成功的终
点，其只是一个加油站而已。有
些好的习惯，还需要继续坚持；
拼搏的精神，仍不能放弃；放纵，
也需有度。，对于数码产品的使
用，仍需有分寸；在游山玩水中
获得启迪和思考，仍很必要。后
高考时代，是丰富人生体验、积
蓄人生力量之时，这是高考生应
有的理性。

考后支出多一些，是正常
的。但这样的支出，一定要在家
庭的可承受范围之内。不考虑
家庭的实际情况，盲目攀比，不
仅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也
同样不利于自己今后的成长。
哪些是必须的消费，哪些是可
有可无的消费，购买什么档次

的产品，这些需要高考生作出
合理的规划。作为家长，有条件
的情况下，满足孩子的需求，无
可非议。但盲目满足，就不恰当
了。高考之后，就是一个新的人
生阶段，教育和培养孩子养成
合理的消费习惯，规划支出，就
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

“后高考经济”，还要避免
入坑。盯上后高考经济的，不仅
有守法的商家，也有黑心商家
和不法之徒。比如医美，有的可
能就不具备资质，要谨防美容
变毁容。再比如所谓贩卖大学

“内部指标”的，伪造查分网址
的，篡改考生志愿的，分数不够
花钱可“补录”的，基本都是骗
局，这就需要考生和家长多一
份理性，少一些侥幸，避免上当
受骗。 关育兵

高考志愿不会填？宁波市
教育局帮你填。为解决宁波高
考考生和家长们填报志愿的难
题，6月11日，宁波市教育局在

“宁波学生成长服务指导平台”
推出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免费供宁波考生参考使用。

（本报今日A06版）

考得好不如填得好，这个
说法有一定道理。想当年，笔者
参加了 1978 年高考，成绩够上
浙江师范大学，但因为听信父
亲的话，师范院校一律不填，结
果错失了本科学历，不得已在
扩大招生时读了绍兴师专，读
了个专科学历。因为吃过填报
志愿的亏，故在做了高三班主
任后，我都会再三告诫学生填
报志愿必须慎之又慎，并且经
常为学生做参谋，好多学生就
是在咨询我的意见后，迈进了
心仪的大学。

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志
愿填报日益复杂，可以选择的
大学和专业之多也远非我们那
时可比，考后到底该怎么填报
志愿，这不仅成了考生的难题，
也成了家长和老师的难题。正

因为难，恰恰蕴含着商机。商家
瞅准这一难题，变着法子趁机
大赚一笔。每年高考前后，各类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异常活
跃，各类网站和手机APP等到处
都是它们的广告，其成功概率被
吹得神乎其神，收费则动辄成百
上千，很多考生和家长不明就
里，中招“入坑”的大有人在，轻
则赔钱，重则误了前途。

正是看到了这种不正当的
“高考经济”给广大考生和家长
造成的危害，宁波市教育局毅
然承担起帮考生填报志愿的重
任。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担当。
因为从职责上来讲，教育行政
部门没有这样的职能。这是无
事找事，自找麻烦。

可贵的是，宁波市教育局
秉持为学生一生负责的大教育
理念，从去年8月开始成立了宁
波市中小学生成长指导中心，
致力于构建全生命周期视域下

“甬有优学”学生成长指导工作
体系，坚持教育所能、学生所
需、家长所盼、未来所向，在理
想、心理、生活、学业、生涯等方
面为中小学生提供全方位优质
指导与服务，此次推出的公益

性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就是
这一终生教育理念的产物。

此举功德无量。对于正为
怎么填报志愿挠头的考生和家
长（尤其是那些农村学生和家
长）而言，这一公益平台简直是
雪中送炭。今年他们就可以借
助这一平台，大大提高录取的
成功率。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该平
台是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毎
年 发 刊 的《普 通 高 校 招 生 计
划》，结合历年的高校招生计划
等数据，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
数据采集、比对、智能整合、分
析，根据考生高考成绩、位次等
实现志愿填报在线智能推荐。
而且还借助大数据分析，照顾
到了志愿填报的各种细节，如
预测高校招生计划数和最低录
取分数线、智能推荐“稳保冲”
志愿数据、三位一体系统等。当
然，我们也要注意“辅助”二字，
因为高校录取是一个动态、博
弈的复杂过程，所以高考志愿
填报要结合个人情况、考试成
绩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系统
给出的预测和推荐结果仅供参
考使用。 王学进

为公益性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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