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罗利 E—mail:aqwbzk@126.com

国内国内
2025年4月23日 星期三 09

就业是民生之本。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

GDP同比增长5.4%，国民经济开局
良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介
绍，“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平均值为 5.3%。3 月份，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
个百分点。”

新产业拓宽就业新方向

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今年一
季度，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机械工
程师、自动化工程师招聘需求同比
分 别 增 长 40% 、 10% ； 算 法 工 程
师、机器学习岗位招聘需求同比分
别增长44%、18%。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
位于湖北的一家科技领军企业，公
司研发的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机被广
泛应用于汽车船舶、机械制造、航
空航天等领域。在产业升级和技术
变革的当下，公司对科技人才十分
看重。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马新强表示，要让青年科技人
才在最好的年华挑大梁、唱主角，
发挥最大的价值。“我们未来5年会
坚定落实引进 500 名博士、2000 名
硕士这个目标。我相信，优秀的人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一定会激发出更
多的创新火花。”他说。

日前，广东省“百万英才汇南
粤”N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在杭州
举行。683 家行业领军企业、科研
平台及高校院所提供了超 2 万个优
质岗位，覆盖包括人工智能、电子
信息、新能源、生物医疗在内的多
个前沿领域。

广东人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媛介绍，公司对高端人才
的需求十分迫切，尤其是算法工程
师、决策感知工程师、机械动力与

电气工程师等等。她说，“我们带了
5 个岗位 10 个人员的需求来这边。
在我们整个活动开始之前也已经收
获了两位博士的青睐，已经初步达
成了招聘意向。”

新消费提升就业新空间

一季度，消费稳健增长带动生
活服务类岗位需求显著提升。据智
联招聘数据，在线生活服务、交通
物流、养老看护和居民服务等行业
招 聘 需 求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3% 、
35%、17%和10%。

统计显示，我国65周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超2.2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6%，与养老护理相关的从业人员存
在较大缺口。4月19日，全国首场长
期照护师（五级）认定考试在江苏南通
举行，首批100名考生参加考试。

南通开发区众蕴职业培训学校
负责人徐灿认为，“长期照护师新职
业工种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规范
养老行业，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加

入到养老行业中来，能够更好地满
足照顾对象的需求，提升服务者的
从业水平。”

“我学的是护理专业。我觉得它
需要年轻人，需要一些像我们一些
年轻的 20 多岁的青春活力的养老
人。”考生沈小小说，“自己做这个
职业很开心，职业的认同感很大。”

不仅仅是养老服务，在文化、
旅游、体育等消费潜力加速释放的
背景下，各种文创产品成为新的消
费增长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文
创行业从业人员已超百万人。上海
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湖雄
表示，公司现在有一个新的业务板
块，专门孵化、构建和培育虚拟人
物与IP。

新布局激发人才新需求

随着国际贸易环境波动加剧，
今年以来，不少企业进一步加快多
元布局。更多海外投资建厂和合
作，激发了人才新需求。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东盟最大贸
易伙伴，而东盟是中国自2020年以
来的最大贸易伙伴。智联招聘数据
也显示，一季度，企业招聘出海业
务相关岗位数量同比增加 14%，主
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国家。

“每天都接到用人单位打来要越
南语专业学生的电话。”广西大学外
国语学院就业辅导员柯威告诉记
者，“今年越南语本科应届毕业生已
有一半确定了去向，部分学生有 2
个以上企业伸出的就业‘橄榄枝’。”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越南语专
业2025届本科毕业生苏李彬已和一
家位于山东的物业公司达成了就业
意向。“越南市场还是不错的。”苏
李彬说，“有房子的地方就需要物
业，所以物业这个行业的话，它相
对来说市场需求是比较广的。”

柯威说，与以往相比，不论是
企业地点还是行业属性，今年用人
单位的需求都有了一些明显变化。

据介绍，以往来学校招聘的企
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今年有来自
长三角和山东等地的企业，同时，
江浙企业的数量明显增加。柯威还
说，“今年以来，除了传统的机械、
化工、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企业招
聘需求旺盛以外，银行、会计事务
所、物流、物业管理等配套服务型
企事业的招聘需求也在增加，跨境
电商运营和主播也是重要的就业方
向。”

苏李彬说，在面试过程中，企
业询问了他是否有运营自媒体账号
的经验。

就业，一头连着宏观大势，一
头连着万家灯火。面对复杂局面，
各地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相关部门
加快出台稳岗政策，企业积极拓市
场纳人才。各方全力正应对外部环
境和国内经济运行变化对就业的影
响，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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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季中国经济观察

听，产业升级里的就业“新天地”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记
者 22 日从教育部获悉，日前，教
育部公布 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全
国高校共新增专业点1839个，调
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
点157个，停招专业点2220个，撤
销专业点1428个，专业调整优化
力度进一步加大。

教育部同步更新发布《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
年）》，增列29种新专业。新目录
包含93个专业类、845种专业，进
一步强化专业设置对国家战略急
需和高质量发展的快速响应。

2024年度全国高校
新增专业点1839个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4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草原被誉为
地球的“皮肤”，国家林草局草原
管理司司长李拥军介绍，近年来
国家林草局以组织实施“双重”

“三北”等工程为抓手，持续推进
草原修复治理，年均修复草原超
过4600万亩。

在国家林草局当天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李拥军说，“十四
五”以来，中央财政支持草原保
护修复总投资达 1100 亿元，年均
防治草原鼠虫害面积超过 1 亿亩，
草原鲜草总产量超过 5.5 亿吨。

“三北地区草原生态质量持续提
升，科尔沁沙地正在重现往日稀

树草原风光，京津上风口沙源明
显减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加
牢固。”

据介绍，林草部门坚决守牢
草原资源安全底线，联合开展

“绿盾”“护绿”等专项行动，打
击毁草开垦、非法占用草原等违
法行为。2018 年以来，各地累计
立案查处破坏草原案件近 5 万起，
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千
余起。同时，各地通过加大人工
种草力度、落实禁牧和草畜平衡
制度等措施，加快转变传统草原
畜牧业生产方式，促进草原休养
生息。

“尽管全国草原生态状况已走

出低谷，实现了由本世纪初的
‘整体恶化’到当前‘整体改善’
的历史性转变，但由于我国草原主
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和高寒高海
拔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修复治理
难度大，目前仍有约70%的草原存
在不同程度退化，草原保护修复工
作形势依然严峻。”李拥军说。

下一步，林草部门将持续加
大草原保护修复力度，更加注重

“提质”“兴业”“利民”，更好统
筹草原生态、生产、生活的关
系，建设完备的草原资源保护体
系和发达的草业产业体系，进一
步提升草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

我国年均修复草原超4600万亩

2025年4月19日，在江苏省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南
通考点操作技能考场，考生在进行操作技能考试。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