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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渠道 暖心帮扶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全力以赴铺就高质量就业“快车道”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
障。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既关乎当下，更利于长远。

作为重庆市优质高等职业院校，重
庆财经职业学院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在就业服务这片责任田上精
耕细作。学校科学研判当前新形势新
挑战，准确把握就业工作重点难点，在
拓宽就业资源渠道、保障重点群体就
业、提升就业服务质量等方面下足功
夫，推动学校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
每一位毕业生筑牢坚实的就业保障，真
正实现好就业、就好业。

拓宽就业渠道
助力毕业生“职”达未来

“多亏了学校完备的就业指导工作

和精准的校园招聘活动,我顺利找到了
一份满意的工作。”2025届毕业生邓项
平感激地说。通过校园招聘，他成功加
入重庆“刘一手”火锅，短短数月便从基
层服务员晋升为前厅经理，完成了从校
园到职场的角色转换。

同届的杜晓茜在校园双选会上，
凭借扎实的电商专业功底和新媒体
运营经验脱颖而出，顺利入职重庆
美的智慧家居有限公司电商主播岗
位，成为团队中唯一的专科学历员
工。

在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这样的职场
逆袭故事并非个例。这得益于学校对
就业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

“我们始终坚持‘招生是基础、培
养是关键、就业是目标’的育人理念，
将就业工作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
节。”重庆财经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学校先后制
定《毕业生就业工作方案》，出台《重庆
财经职业学院就业工作考核奖励办
法》，构建“方案引领、考核驱动”的双
轮制度体系，为就业工作开展提供坚
实制度保障。

抢抓窗口期，全力以赴拓展就业岗
位，是做好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工作的重
要前提。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紧扣供需两端
对接链路，深入实施“访企拓岗”就业资
源挖潜工程，千方百计拓宽学生就业资
源渠道。

开展“访企拓岗”行动以来，学校领
导班子带头主动“走出去”，精准对接拓
岗位、多措并举促就业，为毕业生“引进
来”充足的高价值就业岗位。学校年均
新增对接企业100余家，拓展有效岗位
近2000个。

同时，学校以校园招聘为主阵地，
启动“精准就业服务升级计划”，在就业
黄金期密集开展招聘活动，年均新增用
人单位200余家，举办专场招聘活动
40余场，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
结合，不断拓展就业渠道。学校精心打
造的财经类专场招聘会已成为区域就
业服务品牌。

精准暖心帮扶
为重点群体毕业生照亮就业路

在强化人职匹配、全面拓宽就业渠
道的同时，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还不忘关
心帮扶脱贫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毕
业生等困难群体。

解决好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问题，
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何实施精
准帮扶，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以分类施策为
抓手，提升指导帮扶效能，推动帮扶资
源与需求精准对接，把帮扶温暖送给有
需要的毕业生。

就业帮扶有“效度”。学校全面启
用重庆市高校毕业生智慧就业平台就
业帮扶台账功能，建立“一人一策”“一
生一档”就业帮扶档案，优先为特殊困
难群体推荐岗位。

就业帮扶有“精度”。学校组织残
疾学生参加重庆市残疾人双选会，与市
残联孵化中心运营单位精准对接，定向
推送适配岗位。

就业帮扶有“温度”。学校积极
落实求职补贴政策，年均为近 1000
名毕业生成功申报市级一次性求职
补贴。今年已为927名毕业生成功申
报市级一次性求职补贴 74.16 万元，
239名毕业生获得校级求职创业补贴

7.17万元，切实为困难学生就业纾困
解难。

2023 届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小丽
的就业故事正是这一帮扶机制的生动
写照。这位来自渝东南农村低保家庭
的肢体残疾学生，毕业期一度因就业
压力陷入焦虑。学校为其量身定制帮
扶方案：辅导员指导简历制作、心理咨
询师疏导情绪、专业教师传授面试技
巧。通过多方协同帮扶，小丽最终成
功入职某企业电话销售岗位。

从精准的岗位推荐到暖心的补贴
发放，从专业的技能指导到细致的心理
疏导，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用有温度的就
业帮扶，为特殊困难群体毕业生点亮人
生灯塔，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就业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赵涵 刘自在 罗晓密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扬起手，汪飞侠将指挥杆狠狠摔
在了地上。“砰……”指挥杆与地面相
撞发出的声响，回荡在万州区特教中
心旱地冰壶训练室里。

7月2日，校内训练对抗赛里输给
轮椅组，让身为智力组组长的汪飞侠
极为沮丧。闷闷不乐一会儿后，汪飞
侠吐出两个字：再来！

不久后，万州区特教中心旱地冰
壶智力组和轮椅组，都将代表重庆参
加在广东、香港、澳门举办的第十五届
全国运动会。

鲜为人知的是，过去8年里，万州
区特教中心参与旱地冰壶训练的27
名残障学生，已拿下了 3项全国冠
军。眼下，少年们正利用暑假时间，磨
砺技术，期待再一次取得好成绩。

“冰壶赛道没有门槛，只有方向”

万州区特教中心20余米的风雨
长廊，如今是一处展示校园文化的区
域。可在8年前，这里滑出了校园里
的第一枚旱地冰壶。

一个初秋的午后，当学校后勤老
师牟尚清把冰壶放在张瀚文面前时，
这个先天失聪的少年，本能地后退了
两步。“别怕，这是能让你看见更大的
世界的眼睛。”牟尚清用手语和张瀚文
交流，又在走廊上推出一枚冰壶，随后
将另一枚冰壶交到张瀚文手中。

蹲身推壶，看着冰壶在水泥地面
上缓缓滑过，张瀚文在牟尚清的眼里
看到了赞许和肯定。张瀚文咧嘴笑
着，一如初秋的阳光。

为什么要教学生练习旱地冰壶？
“冰壶赛道没有门槛，只有方向。”

牟尚清介绍，国家高度重视残疾人自
我发展，学校为此开设特色教学活动，
旱地冰壶因其简单易学成为首选。

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了旱地冰壶
训练队伍，学校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组建了轮椅组、智力组和听力组。

“下次要让奖牌换个颜色”

7月1日午后，狂风暴雨敲打着旱
地冰壶训练室的门窗，但这似乎对丁
枢艳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坐在轮椅上，右手拿起辅助杆，丁
枢艳稳稳推出一枚冰壶。她的右手虎
口，挤破的血泡已渗出了血水。

训练带来的伤病，几乎在每一名
队员身上都留下了痕迹，但没有一名
队员退缩。

“想去比赛，想去看更大的世界，
拿更好的成绩。”当腿脚残疾的丁枢艳
说出这句话时，智力组的杨德城等人，
默默朝着丁枢艳竖起了大拇指，又拍

了拍自己的胸口，一切尽在不言中。
2018年，万州区特教中心旱地冰

壶队首次出征，在重庆市第五届旱地
冰壶比赛中获得第三名。总结会上，
张瀚文在黑板上写下“要努力，下次要
让奖牌换个颜色”。

去年，吴玉珊接替退休的牟尚清，成
为旱地冰壶队的教练。刚刚上任的吴玉
珊就听说了许多旱地冰壶队的故事。

2019年春节，为了备战当年3月
在杭州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残疾人冰雪
运动季基层残疾人旱地冰壶全国总决
赛，队员们正月初三便返校训练。

为了抵抗严寒，他们买来塑料薄
膜，将风雨长廊围了个严严实实，然后
在里面训练。

得知消息后的牟尚清赶回校园，
正遇上一名听力组的队员高烧不退却
依然用手语比划着，“我能坚持，不能
拖后腿。”努力拼搏，终有回报。最终，
队员们一举拿下智力组冠军和听力组
季军。

8年来，万州区特教中心旱地冰
壶队已累计获得国家级奖项10项，市
级奖项5项，其中包括3个国家级比
赛冠军。

“女儿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暑假，没有训练任务的李存萍会
经常回到学校，陪大家一起训练。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要求参赛队员
的年龄必须在16周岁以上，今年刚满
15周岁的李存萍，还不具备参赛资格。

顶替李存萍参赛的，是已满18周
岁的李娟。

看着训练中一丝不苟的李娟，李
存萍会想起站在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
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旱地
冰壶比赛决赛现场、并站上最高领奖
台的自己。原本因家庭条件和自身生
理缺陷而有些自卑的她，在闪光灯里
绽放着自信的笑容。

推出一枚旱地冰壶，抬眼望向场
地边有些出神的李存萍，李娟的眼里
有羡慕、钦佩，更多的是一种向往。

李娟的父亲在广州务工。不久之
后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父亲承诺
一定会到现场为女儿加油，“不管成绩
如何，她都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队员们在训练，吴玉珊、郑小娥、
洪小英等教练员已在有条不紊地准备
着：吴玉珊主抓训练，郑小娥、洪小英
主要负责生活安排和心理疏导。

8年训练，教练们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训练体系。万州
特教中心冰壶队也据此编写了《特殊
教育旱地冰壶校本课程》《旱地冰壶操
作指南》等，吸引了全国40余所特教
学校前来交流、学习。

“在旱地冰壶训练中，我们坚持
‘以老带新’，让‘破冰’精神在手把手
的言传身教中不断传承。”万州区特教
中心校长杨晖看着挥汗如雨的队员，
不断表扬着这支队伍。

“想去比赛，想去看更大的世界”
——万州27名残障学生8年夺得3项

全国旱地冰壶冠军

蹲点点位：雪宝山
蹲点记者：陈维灯 周传勇

7月2日清晨，一夜狂风暴雨后，雪宝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里坪雾霭沉沉。

一株株日本落叶松挺立身姿，连绵
成绿色的海洋，环绕着如地毯般的亚高
山草甸。草甸边缘，许多新生的日本落
叶松在草丛里探出头，迎风茁壮成长。

看着生机勃勃的日本落叶松，雪宝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以
下简称管理事务中心）二级主任科员王
雷却愁眉不展，“经过30余年的自然扩
增，大面积的日本落叶松纯林已对周边
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

30多年前栽植约两万亩

日本落叶松，顾名思义是一种原产
于日本的物种，主要分布在日本本州中
部和关东等地。

20世纪90年代初，雪宝山进行大
面积植树造林。日本落叶松因其生长
速度快、繁殖能力强、适应性强、树形美
观，成为雪宝山植树造林的首选树种。

“从1991年到1994年，我们在雪
宝山上栽下了约两万亩日本落叶松。”
李均平任职雪宝山护林员40余年，当
年正是他与许多林业人将日本落叶松
栽植在了雪宝山连绵的山峦里。

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强的日本落叶
松，对改善雪宝山的生态环境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只是，其生长速度和扩增速
度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一年要长高1米多，树径每年增
加1至2厘米。”李均平的儿子范美勇
如今也从事着雪宝山护林员的工作。

他告诉记者，日本落叶松母树结籽
量大，适应性和繁殖能力极强，飞籽就
能成林。30余年来，日本落叶松的生
长区域已远远超出了原本植树造林的
区域。目前，雪宝山的日本落叶松纯林
面积约2.3万亩。

生长太快严重影响生态系统

雪宝山的日本落叶松林地面积依
然在不断扩大。

距离十里坪约20分钟车程，赵家
坪亚高山草甸边缘，一丛3年树龄左右
的日本落叶松正在快速生长，不断蚕食
着亚高山草甸植被的生长区域。

拔起一株日本落叶松，王雷除去根

部的泥土，“你们看，日本落叶松是典型
的浅根系植物，抗风力差，固土防沙、涵
养水源的作用极其有限。”

不仅如此，日本落叶松生长过程中
对土壤的肥力和水分要求较高。大面
积生长的日本落叶松让雪宝山的土壤
日益贫瘠、水资源日益紧缺。

更为严重的是，飞籽成林的日本落
叶松大面积侵入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亚高山草甸生态
系统，入侵面积超过8000亩。

日本落叶松对雪宝山生态系统的
破坏，并不局限于亚高山草甸。在十里
坪亚高山草甸一侧的山坡上，密林深
处，松针层层叠叠。

“你看，最底下的这一层松针，至少

是5年前的，至今没有腐烂。”王雷介
绍，在日本落叶松纯林里，林下植被难
以生存，生态环境单一、野生动物缺乏
食物来源，种群数量急剧减少。

多措并举但治标不治本

日本落叶松的快速扩张，已对雪宝
山原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和伤害。
可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却并不容易。

“如此大面积的日本落叶松，全部
砍伐不现实。”管理事务中心主任杨泉
介绍，前年，管理事务中心向市林业局
提请了《关于采伐日本落叶松母树及病
腐木的请示》，对雪宝山亚高山草甸拟
修复试点范围内散生分布的日本落叶
松母树及病腐木进行采伐，采伐区域面
积约300亩。

管理事务中心每年还试验性地对
入侵亚高山草甸的日本落叶松结实母
树、病腐木、幼树幼苗进行清理。

在每年清理侵入亚高山草甸的日
本落叶松幼苗的基础上，管理事务中心
正在开展亚高山草甸保育及修复试点：
补植补播适合草甸生态的本土原生草
甸植被，如党参、天麻、百合、柴胡等；逐
步恢复小微湿地群、促进藓类植物及原
生植被群落生长，吸引草食动物及蛙
类、两栖爬行类等有益动物回归；收集
保护区周边区域原生亚高山杜鹃品种，
开展繁育及野外回归试验，逐步代替草
甸内日本落叶松纯林……

“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都是
治标不治本。”杨泉坦言，对于如何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日本落叶松对雪宝山原
始生态系统造成的严重影响和破坏，管
理事务中心还在继续寻找答案。

不断蚕食亚高山草甸，难固土防沙涵养水源

雪宝山疯长的日本落叶松有点“烦”

7月2日，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里坪，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日本落
叶松带来的烦恼。 记者 张春晓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王祥 实习生 熊世婕

“我受惠于‘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当年走出大凉山。现在，我准备回到川
西高原，为更多的山里娃走出大山，贡
献学到的知识。”日前，重庆大学法学院
法援中心红岩党支部举行主题党日活
动，2022级硕士陈志华（彝族）讲述了
自己的奋斗故事，令在场师生动容。

这既是主题党日活动，也是一堂大
思政课。近年来，我市打破传统思政教
育“各自为政”的局面，通过整合资源、
创新机制、打造“红岩思政”品牌，构建
起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大思政”育人
格局，让思政教育真正“活”起来、“实”
起来、“强”起来。

绘就思政育人“同心圆”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纯一条
线的工作，应该是全方位绘就‘同心
圆’。”市教委宣教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做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每一段都
须加强。

如何破解大中小学思政课“各管一
段”的难题？为了做好这一系统工程，
近年来，重庆从管理、平台、供给三方面
入手——

2023年1月，市教委等十二部门
联合印发《重庆市全面推进“大思政课”
建设重点举措》，提出“小学阶段重在启
蒙道德情感，初中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

础，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素养，大学
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目标，为思政
教育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
好“大师资”指明方向和路径。

紧接着，我市又先后实施“时代新
人铸魂工程”行动方案、重庆市全面推
进“大思政课”建设重点举措、《重庆市
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行动方案
（2024—2027年）》等，完善大中小学
思政课跨学段集体备课、听课评课、教
研交流机制，从制度上构建起思政课创
新发展的“四梁八柱”。

此外，全市通过建好“国家队”、培
养“市级队”、打造“双圈队”，打造协同
共建共同体。通过教学一体化、队伍一
体化、资源一体化，全市构建起高校“大
手”牵起中小学“小手”的思政教育格
局。

截至目前，我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推进，已建成国家级共同体1个、
市级共同体45个、集体备课中心12
个，开展一体化教研活动超2000场次，
覆盖全市大中小学150余所。市教委
联合10个市级部门共建市级基地50
个，“红岩思政”教学点50个。全市已
有18家单位入选全国首批“大思政课”
实践教学基地。

“小课堂”对接“大社会”

近年来，我市围绕“小课堂”对接
“大社会”，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
堂相结合，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

性、生活性、生动性。
例如，我市在中小学开展“红岩故

事启蒙课”“看见红岩”“童年不一样
——我与小萝卜头”“让烈士回家”等活
动；在高校成立“渝教星火”宣讲队，实
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工程，建成
2个博士点、11个硕士点和1个博士后
流动站。

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核心，融合“必修+选修”

“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的多元课程
体系，建设市级课程思政示范课750
门、教学研究示范中心12个。

同时，通过优化师资结构、创新培
训模式、完善激励机制，着力打造一支
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的思政
课教师队伍，建设好教师这支教学“主
力军”。

截至目前，全市高校现有专职思政
课教师3400余人，较2019年翻了一
番。大中小学现有专兼职思政课教师
约1.5万人，较2022年增长8.6%。

重庆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等15所高校与100多所中小学实现
教师资源一体化；健全覆盖市、区（县）
两级的思政课教学联盟，开展教师交叉
上课、跨段体验、链接式教育，举办科
研、教研活动2000余场次。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有了内涵发展的基础，“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实现协
同育人。

擦亮“红岩思政”品牌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庆这座城市鲜
明的红色标识。近年来，我市重点打造

“红岩思政”育人品牌，将红岩精神全面
融入学校思政课教学，系统构建起

“1458N”红岩思政育人体系。
例如，通过打造具有“红岩味”的思

政精品课程群、推出《行走·红岩》系列思
政实践大课、成立“红岩思政”教育联盟、
建设并建好“红岩特色学校”“红岩院系”

“红岩班级”等行动，推动红岩精神进教
材、进教案、进课堂覆盖率达95%，让红
岩思政育人体系更加立体、多元、丰盈。

通过建立红色文化研学基地、校企
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推动院校将红岩精
神融入智能制造、大数据等重点产业领
域的人才培养，培养“红色底蕴深厚、专
业能力突出”的复合型人才。

截至目前，“红岩思政”教育联盟首
批成员单位含大中小学和区县教育部
门共50个，创新“红岩思政”育人实践
入选2024年重庆市改革创新成果，重
庆“行走的思政课”经验在全国推广。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重庆将持续深化“主渠道”建设，巩固

“主阵地”根基，建强“主力军”队伍，擦
亮“主心骨”品牌，奋力打造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红岩思政”品牌，培养更多让党
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

让思政教育“活”起来、“实”起来、“强”起来

重庆：打造红岩思政品牌 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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