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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晋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于培

楼同志因病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逝
世，享年82岁。

于培楼同志1968年8月参加革
命工作，无党派人士。

于培楼同志逝世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实施
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
推动全国范围内开设1000个“微专业”
（或专业课程群）和1000个职业能力培
训课程。

部署实施“双千”计划的目标是什
么？相关培训课程主要包括哪些？如
何推动计划部署更好落地？记者就相
关问题采访了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和相
关专家学者。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双
千”计划以促就业为目标，立足推动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供需适配，帮助学生
补齐知识和技能结构短板，助力毕业
生在离校前迅速提升就业能力，促进
高质量充分就业。

围绕这一目标，“双千”计划在专
业和课程设置上也具有一定特点。

据悉，“双千”计划面向未来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
型、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以

及民生服务保障等人才急需领域，建
设“微专业”和职业能力培训课程，主
要面向本科、高职（专科）中高年级学
生开设。

其中，“微专业”主要分为急需紧
缺型、应用技能型、交叉复合型三类。
根据计划，高校要结合实际需要，优先
开设急需紧缺型、应用技能型，发挥

“小学分、高聚焦、精课程、跨学科、灵
活性”等优势，支持学生通过线上线下
方式学习专业课程群 3 至 10 门课程，
完成学习任务。

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则主要分为基
本素质提升类、专业技能训练类、人工
智能应用类、实习实践类。根据计划，
高校要优先发动2025届毕业生参与并
获得相应学习成果证明，帮助提升就
业能力、尽早落实去向。

“高校是实施‘双千’计划的责任
主体，要建立更加灵活的学习制度，探
索学习成果证明等采集查询机制，广

泛汇聚培训资源，开发系列课程。”教
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说。

当前，正值春季开学后促就业工
作攻坚期，诸多校园招聘工作正在紧
张进行中。在有关专家学者看来，实
施“双千”计划，可以为毕业生高质量
充分就业奠定基础。

“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稳定，
离不开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双千’
计划注重发挥高校作用，通过具有一
定特点的课程安排，为相关学科专业
的学生提供了课堂教学之外的有益补
充，可以丰富学生知识储备、提升学生
技能水平，对于高校毕业生更好就业
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部署实施“双
千”计划，教育部还部署各地各高校
面向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征集一
批“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供需对接就
业育人项目，推动高校加快适应人工

智能发展对人才需求、就业服务等提
出的新要求，帮助用人单位培养和招
聘更多实用型、复合型和紧缺型人工
智能应用人才，更好促进校企人才供
需对接。

“下一步，我们将在国家高等教育
智慧教育平台、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
育平台、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分
别开设专区，年内分批发布1000个‘微
专业’和1000个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建
设一批大学生职业能力培训中心。”教
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说。

此外，该负责人介绍，也将鼓励
企业、社会组织、培训机构等自主开
发培训资源，支持高校与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用人单位协同，深化
校企对接合作，紧密结合当前就业
市场用人需求，组织学生参与培训
和实习实践，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
量充分就业。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补齐知识技能短板 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
—— 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解读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来源来源：：中央文明办中央文明办））

（上接第1版）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要
下定决心、勇于探索，坚持以实体
经济为根基，强化创新驱动，统筹
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产
业。要保持定力和耐心，科学决
策，精准施策，处理好速度和效益
的关系，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努
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习近平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
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要
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
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
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优化
营商环境要一手抓改革，打通制约
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一手抓干
部教育管理，引导干部增强大局意
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廉洁意
识。开放也是重要的营商环境。贵
州要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
遇，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主动融入陆海
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
放格局。

习近平指出，贵州要从自身实
际出发，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
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兴业、强县、
富民一体发展。要立足县域产业基
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
成链。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培育具有持久市场竞
争力的特色主导产业。要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在产业发展中促进群众
增收致富。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要建
立统一监测、分类帮扶机制，把民生
底线兜牢。

习近平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
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
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
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对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村落和历史
文化名村名镇，对革命战争时期留
下的红色旧址，要加强系统性保
护。要坚持移风易俗，积极培育文
明新风。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
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
品牌。

习近平指出，推动高质量发
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党中央决定在全
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这是今年党建工作的
重点任务。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组
织实施，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定力、
养成习惯，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
干事创业。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
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
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常
抓不懈。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
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
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上接第1版）要完善综合性防灾减灾
体系，健全水沙调节机制，深入实施
以汾河流域为重点的防洪能力提升
工程，加强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建设，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
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体现山西

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有序实施碳达
峰山西行动。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强与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沿黄
省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发展各具特色的
县域经济，扎实做好各项民生工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增进民
生福祉。要深入实施黄河文化遗产
系统保护工程，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
价值，促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产品

创新、业态创新，加快把文化旅游业
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民生幸福
产业。

会议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
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发挥好领导小组
牵头抓总作用，压实各成员单位行业
主管责任和各市县主体责任，坚持规
划引领，强化项目支撑，注重协同联
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聚起共
抓大保护的工作合力。

（上接第1版）要聚力多维攻坚，强化
“以市统筹”“市县结合”的管理体制，
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持续提升
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强化党
建引领，压紧压实教育发展工作责任，

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市高
质量发展贡献教育力量。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
位抓落实，进一步细化任务、细化措
施、细化责任，围绕教育重点工作精准

发力、补齐短板，形成县县紧追、件件
紧盯、步步紧跟的工作局面。要凝聚
合力抓落实，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拓
宽参与渠道、动员各方力量、凝聚社会
共识，推动全市教育水平整体提升。

要跟踪问效抓落实，各级各部门定期
梳理工作进展，做好工作跟进和情况
反馈；市教育部门要全过程跟踪问效，
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奋力谱写全
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坚 持 以 高 质 量 发 展 统 揽 全 局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
“十抵制、十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