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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编者按： 开展东西部协作

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

出的重大决策。徐汇区积极响应

国家战略号召，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便开启

了对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石屏

县、泸西县、元阳县的定点帮扶

之旅。 历经三十余年的不懈努

力，徐汇区深入实施“扶基”“扶

业”“扶智”等综合措施，极大地

改善了当地的基础教育条件，促

进了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书写

了一段段感人肺腑的合作佳话，

勾勒了一幅幅逐梦振兴的壮丽

画卷。下面就跟随来到徐汇区融

媒体中心交流学习的屏边县融

媒体中心记者小罗的视角，看看

这些年他的家乡屏边县发生的

变化。

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一条

条蜿蜒崎岖的小径， 是屏边山

区孩子求学的唯一桥梁。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还未触及山巅，

一群群背着书包、 踏着露水的

孩子们， 便已开始了他们艰难

的上学路。 他们中不乏留守儿

童，父母为了生计远赴他乡，留

下年幼的孩子与年迈的祖父母

相伴。

每逢冬日，屏边山区寒风如

刀、刺骨入髓，单薄的衣服、破旧

的棉衣早已失去保暖的功能，简

陋的校舍也抵挡不住阵阵寒风。

孩子们的小手冻得通红， 甚至

有些龟裂，但他们却目光如炬、

求知若渴，因为他们知道，只有

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让梦想照

进现实。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必须智

随志走、志以智强，才能增强底

气、激发志气、提高勇气，从根

本上铲除滋生贫穷的土壤。 在

崇山峻岭的怀抱中， 徐汇区的

援助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照

亮了山区孩子们的求学之路。

崎岖的山路、简陋的校舍、匮乏

的教育资源， 在徐汇区的倾力

援助下， 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改变。

跨越山海， 共育桃李。 自

1993 年起， 徐汇区教育局积极

响应党中央号召， 发挥品牌优

势、资源优势，凝聚全系统力量，

从“输血式”变“造血式”帮扶，年

复一年地对屏边县教育智力扶

贫，把“白玉兰花”插到屏边的各

个乡镇。 自援助以来，徐汇区高

度关注屏边县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先后投资 450 余万元修建教

学楼和学生宿舍楼； 投资 20 余

万元修缮了原屏边一中运动场

及部分教职工宿舍； 捐资 20 余

万元帮助徐屏友谊中学解决师

生饮水问题；捐赠电脑、图书、衣

物和文具等物资给屏边各学校。

同时从 2007 年起， 徐汇区教育

局每年向屏边提供 22 万元用于

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和资助屏边

县贫困中小学生。

三十余年来，徐汇区的帮扶

不断扩大规模，深化内涵，覆盖

了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师资培训，

从学生资助到教学资源引进等

多个方面，有效提升了屏边县的

教育质量和教育环境，为学生搭

建了梦想的舞台，进一步激发了

学生的求知欲和进取心，激励他

们不畏困难、勇攀高峰，成为国

家的栋梁之才。

崭新的校舍拔地而起，冬暖

夏凉的教室、 宽敞平坦的操场、

藏书丰富的图书室，为孩子们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环境。曾经

的泥泞小路，如今被平整的水泥

路取代，孩子们上学的路途变得

安全、便捷，教育资源的丰富也

让孩子们的眼界得以开阔，援滇

教师的支教、 科技馆的建立、兴

趣小组、夏令营等丰富的课外活

动让山区孩子接触到优质的教

育资源，点燃了他们心中的知识

之火，也让“好好学习，走出大

山”“努力学习，回馈社会”“知识

改变命运”的想法深深扎根他们

心中。

在屏边，越来越多的学生凭

借优异的成绩，成功敲开了理想

高等学府的大门；一批批运动健

儿脱颖而出，代表全州乃至全省

参加各类体育赛事，展现了自己

的风采。 这些优秀学子，不仅实

现了学业上的突破，更成为家乡

的骄傲，真正做到了用知识改变

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在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

徐汇区的爱心浇灌出希望的花

朵，让屏边县的教育之花在寒风

中绚烂绽放。山区的孩子们也将

勇敢扬帆起航，以梦为马，用汗

水和智慧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

华章。

徐汇致力援助山区孩子们

照亮屏边一束光

徐家汇街道万体汇就业

服务站·青年零工驿站日前

引入了一款智能化工具———

“1 号求职机”。 据了解，这款

智能设备与线上智慧平台相

融合，通过提供“找工作”“查

政策”及“看活动”三大核心

功能， 为广大的求职者和招

聘单位打造更加高效、精准且

优质的就业公共服务体验。

“1 号求职机”能够直接

连接至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官方的“上海公共

就业招聘新平台”，汇集了全

市范围内的就业政策、 岗位

需求以及活动资讯。 求职者

仅需通过面部识别技术完成

个人信息授权， 便能即时浏

览周边的工作机会和企业详

情，并迅速创建个人简历，实

现职位申请的快速提交。 此

外， 求职者还可利用“随申

办” 平台追踪职位申请的状

态， 享受从申请到录用全程

的便捷服务。 这一流程不仅

保证了职位来源的可靠性，

同时也将传统冗长的求职步

骤压缩至短短 15 秒内，极大

地提升了效率。

该求职机内置了一个全

面且不断更新的政策数据

库， 确保每位求职者都能及

时获得最新的创业与就业政

策信息， 涵盖从国家层面的

税收减免、 创业资助到地方

性的融资支持、 行业鼓励措

施等多个方面。 这使得求职

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

况，准确匹配并充分利用政府

提供的多样化扶持资源，为个

人职业生涯的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同时，“1 号求职机”还

能够主动向用户推荐一系列

与就业密切相关的活动，包

括但不限于专业就业咨询会

议、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行业

交流聚会和大型招聘会，提

升专业知识和技能， 为长远

的职业规划创造可能性。

据悉， 徐家汇街道万体

汇就业服务站·青年零工驿

站将继续致力于提高服务质

量，优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营造积极向上的就业环境，

构建覆盖广泛的“15 分钟就

业服务圈”，以便更好地服务

于社区居民的需求。

�记者 李梦婷

从刷脸到入职操作只需 15秒

求职“法宝”提升就业效率

9 月 27日，“技能闪耀赛

场、 逐梦精彩人生”2024 年

徐汇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

赛举行。 本次竞赛共设中式

面点师、 西式烹调师、 咖啡

师、调饮师四个竞赛项目，参

赛者们个个精神饱满， 信心

满满。

在中式面点师比赛现

场，选手们巧手翻飞，和面、

揉面、擀皮、包馅，每一个步

骤都显得那么熟练和自如。

他们制作的各式面点， 不仅

外形美观，而且口感极佳，让

人垂涎欲滴。 西式烹调师比

赛现场同样精彩纷呈。 选手

们运用各种食材和调料，精

心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

的西式菜肴。 咖啡师比赛现

场， 选手们展示了咖啡冲泡

技艺。 他们熟练地操作着咖

啡机，精确地控制着时间、温

度和水量， 冲泡出一杯杯香

浓可口的咖啡。 评委给予了

高度评价， 称赞他们的技术

十分专业。 调饮师比赛现场

同样引人注目， 只见选手们

运用各种果汁、糖浆和配料，

调制出一杯杯色彩斑斓、口

感丰富的饮品。

从 3 月开始筹备本次竞

赛， 通过前期广泛的宣传和

动员， 全区共有 117 名残疾

人报名参加， 为期 2 个多月

的培训，从中选拔各个项目

的优秀学员参与此次竞赛。

这既凸显了徐汇区残疾人

职业技能培训成果，也激发

了残疾人自信心，促进区残

疾人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

和储备。

勤学修“正果”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授人以“渔”

�记者 解景昇 康家辉 罗治国

二十多位作者，六十多幅书画作品，

有书法、有山水画与工笔画，有条幅、有

扇面……10 月 1 日，《“人间有味是清

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 上海苏姓书画院书画作品联展》在文

定路 208 号汇弘楼开幕。 丰富的书画作

品展现出对民族艺术的热爱、 对祖国的

美好祝愿。

本次书画展由上海苏姓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上海苏姓书画院主办。作者中有

不足十岁的孩童，也有耄耋老者，无一例

外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六十多幅作品中，有书法作品，也有

山水画、工笔画。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已故当代著名学者苏渊雷的草书作品

《静观》二字。 被学林艺界称为“诗书画三

绝兼擅，文史哲一以贯之”的苏渊雷，不

仅有着早年投身革命的经历， 而且是位

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学人。 他的书法用

笔畅达遒劲，气息高古朴茂，章法疏密有

自，展示了“书之妙道，神采为上”的境界。

现场还有苏渊雷之子苏春生的青绿

山水《坐看云起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客座教授苏小松的《游山图》、苏渊雷之

女苏月笑的国画《水墨葡萄》、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苏金成的《草书·唐诗》等

作品，蔚为大观，显示出苏姓后人致力于

传统文化传承，并且成果斐然。

上海苏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苏长裕告诉记者， 上海苏姓书画院会

聚了二十多位书画家， 值此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以各自的优秀作

品来共同庆祝这一节日。

�记者 王永娟 陆海捷

六十多幅书画作品

为祖国送祝福

�记者 罗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