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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记者 陈涛 毛信慧

近来，区人社局立足四大功能区
建设，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不断增强
企业、高校、社区等各方就业创业协
作的粘度和融合度，在5月相继推出
专场招聘会，创新模式，持续为就业
群体提供精准服务，促进地区就业工
作再上新台阶。

精准“找人”：“杨浦E职
通”项目发布

5 月 15 日，杨浦“人社服务零距
离，助力四大功能区”专项行动启
动，“2021年杨浦人社服务四大功能
区滨江－大创谷专场招聘会”同时
举行，活动由区人社局、大桥街道、
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杨浦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宝地互联众创空间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举办，为地区高校应届
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
重点就业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
服务。

招聘会前期，通过复旦大学、同
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理工大
学、上海电力大学五个高校乐业空
间，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上海出版印
刷高等专科学校以及华东理工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沪东工学院
等区内外多所高校，排摸大学生应
聘就业、实习岗位的需求，为高校制
作学生参会专属二维码，组织提供

专车接送服务，安排工作人员统筹
学生有序参会。

招聘会特设就业、人才、劳动关
系政策信息咨询区和就业专家现场
咨询区，积极落实各项补贴政策宣
传、促进人岗精准匹配，搭建企业与
求职群体了解就业政策、获悉就业服
务的平台。

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计 77 家
用人单位参加，包括上海杨浦滨江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上海亚高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杨浦环境发展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提供工程管
理、新媒体设计、客服专员、BIM 工
程师、图像算法工程师等 1400 个
岗位。

当天，“大创谷和谐家园服务
站”揭牌，“杨浦 E 职通”精准化政
策找人就业服务项目发布。据介
绍，目前推出的“E 职通”1.0 版本，
首先面向户籍应届毕业生试点精
准化政策找人，凭借大数据跨前掌
握毕业生就业创业数据信息，精准
锁定服务对象，推送就业创业培训
政策。

贴心“引才”：为民企与
求职者搭建平台

源衫数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是坐落在大创智功能区的一家人工
智能企业。目前公司正处于快速发
展期，急需研发类、运营类人才。5月
8 日，“职在民企，就有未来”2021 年

杨浦区民营企业招聘月大创智专场
招聘会在天盛广场举行。本次活动
由区人社局、上海杨浦科技创新（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本次招聘会吸引 41 家用人单
位参加，共提供 149 个岗位，600 余
个职位。记者注意到，其中半数以
上为大创智区域的企业，提供的岗
位以学历门槛较高、工作经验要求
较少的成长型岗位为主，如管理培
训生（商务）、JAVA 工程师、实习建
筑师等，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
群体提供了充分的选择。

“招聘会为我们民营企业与人才
间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交
流，已经物色到了几位合适的人选。”
源衫数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HR
陈旖旎告诉记者。

现场，贴心服务也随处可见。门
口设置了免费口罩机，为求职者提供
便利。一旁还特设政策咨询区，方便
企业与求职群体了解就业政策，获悉
就业服务。在就业指导区，专家一字
排开，现场“坐诊”，为有困惑的求职
者提供简历、面试技巧、职业规划等
一对一指导。

当天共收到求职者现场投递简
历265份，其中32人与企业达成初步
就业意向。

据悉，后续区人社局将推出环同
济专场招聘会，继续推动政、校、企、
社等力量携手共建，形成一个高效的
区域创新协同体系。

■记者 成佳佳

本报讯 毫无疑问，工业遗存是
城市重要的时代与文化资源。经过
多年探索，工业遗存已从“受关注”
转变为“被寄予厚望”，其保护和利
用也更加重视与城市发展的“有机
融合”。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远东最
大火力发电厂、远东最大煤气供热工
厂、远东最大制皂厂……杨浦滨江是
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
见证了上海近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
汇集了宝贵的城市记忆和历史文
脉。随着城市更新，昔日的工业锈带

变身生活秀带，杨浦滨江逐渐成为生
活和商业配套设施较为完备的城市
区域，具有多元化的功能和多样性的
空间，正在实现从生产性岸线向生活
性岸线的转变。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5 月 14 日，上海杨浦生活
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
设启动。

四大目标：建设活态赋
能的“生产、生活、生态”岸线

记者获悉，杨浦将遵循“历史感、
智慧型、生活化、生态性”的规划理
念，采用“先甄别、先规划、先定功能、

再建设”的工作方法，推动实施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项目，建设活态赋能的

“生产、生活、生态”岸线，完成四大建
设目标。

——建设“中国近代工业重要发
源地”的工业遗产科学保护示范引领
区域。将文物保护理念纳入滨江发
展全过程，保留传承工业文明特色元
素、文化基因，推进形成由“不可移动
文物－杨树浦路－生活秀带国家文
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共同构成的“点、
线、面”相结合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体系。

——建设“宜业、宜居、宜乐、
宜游”的文物资源活化利用体验区

域。坚持“保护为民、开放为民、利
用为民”的宗旨，将文物保护利用
与文化活态传承、全域旅游发展、
产业创新转型、城市功能提升和绿
色生态环保等协同互进，打造开放
式的近代工业遗产博览园和旅游
目的地。

——建设“人民城市共建共治
共享”的文物现代化治理实践区
域。全面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依法治理”
的工作格局，优化机构建设队伍力
量保障，有力促进文物保护利用的
系统集成，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提
升让文物活起来的可持续性、可参
与性。

—— 建 设“ 城 市 更 新 中 改 革
先行先试”的政策腹地守正创新
试验区域。着力精准施策，加强
效 能 提 速 ，促 进 信 息 整 合 ，突 破
瓶颈壁垒，加强城市更新中文物
保 护 利 用 全 局 性 与 系 统 性 的 统
筹建设。

政府统筹推进+组建专
家智库“双管齐下”

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红线、
底线和生命线，是文物保护利用的
基础和前提。

当天，杨浦区人民政府与杨树
浦水厂、上海理工大学 2 家位于示
范区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责
任主体代表以及定海路街道、大桥
街道 2 家街道代表，签订《文物安全
目标责任书》，以确保示范区建设工
作平稳、安全、有序推进。之后，签
订范围将全面覆盖示范区内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责任主体
以及所属街道，进一步提升文物保
护意识，明确属地管理及主体责任，
落实文物安全制度，确保文物保护

安全措施落到实处。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建

设，除了政府部门统筹推进之外，也
离不开专家和业内领军人物的专业
支撑引领。杨浦以示范区建设为契
机，集聚来自复旦、同济、上海交大等
高校的专家，兼顾学术、建设、运营
和法律多个领域，组建专家智库。
未来，将借助智库专业力量加强区
域内文物的历史研究、规划设计、修
缮保护和活化利用，立足问题导向，
研究攻破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充
分发挥强势学科的引领作用，提炼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和
经验方法。

科学实施文物资源集中
连片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据悉，杨浦将重点推进永安栈
房旧址双子楼分别修缮建成世界
技能博物馆、涵芬楼艺术中心，迎
接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研究上海
船厂板块的保护利用，推动船坞、
瑞镕船厂、毛麻仓库等旧址及周边
地块的保护利用，打造以“船文化”
为主题的集数字文化、科技创新、
旅游博览等于一体的中央活动区；
推进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建
设工程，充分保留工业文明的特色
元素，为市政水务行业工业遗产的
修缮保护和现代化发展创造示范
案例。

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建设将围绕“人
民城市”重要理念，突出文物保护
利用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服务人民高品质生活的积极作用，
科学实施区域文物资源集中连片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努力为国内
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更多经
验、做法。

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按下“启动键”

工业遗产如何与城市发展“互融”？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 5 月 16 日，杨浦新冠
疫苗接种突破 100 万剂次。当天
上午 9 点 28 分，家住延吉新村社区
的孙先生来到杨浦体育馆临时集
中接种点，成为杨浦疫苗接种第
100 万剂次的受种者，“感到惊喜的
同时更觉得是一份责任，我们都要
行动起来，加快构筑免疫屏障。”
孙先生说。

目前，全区设置大型临时集中接
种点2个，社区接种点12个，临时接
种移动车2部，节假日“不断接、不打
烊”，加班加点为居民群众提供接种
服务。

本区各街道、园区等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
实事”服务举措。各接种点以居民需
求为导向，不断优化疫苗接种服务，
增设接种夜场，延长服务时间；成立
机动队伍，为辖区内大型企业和高校
提供集中式上门接种服务，确保疫苗
接种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学习
生活。

下一步，杨浦将继续加强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的宣传组织发动，根
据国家部署，按照“知情同意，自愿
免费”的原则，启动 76 岁及以上人
群新冠疫苗登记预约接种工作，同
时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全力以赴，
筑牢免疫屏障。

资料图

“人社服务零距离，助力四大功能区”——

集各方之力做好“就业一件事”
杨浦疫苗接种突破100万剂次

5月17日启动76岁及以上人群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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