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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5月13日，
教育部召开通气会介绍2021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展情况。
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
规 模 909万 ，同 比 增 加 35万 。

“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
周”系列活动将于5月17日至23
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公务员招
录方面，中央组织部、国家公务员
局将考录时间提前约2个月，预计
于7月基本完成。

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
5月17日至23日开展

“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促
进周”系列活动将于5月17日至
23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系列
活动主要包括招聘会、校企供需
对接会、就业育人活动等。

教育部将会同12家社会招
聘机构，共同启动“24365校园招

聘服务”线上“百日招聘行动”。
就业促进周期间，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将同步举办两场以上区
域性、行业性、联盟性大型专场招
聘会，各高校计划每天举办线上
线下校园招聘会。毕业生离校
前，各地各高校将持续保持招聘
活动热度。

为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教育部将组织“重点领域人才供
需对接会”，在线上组织“中小企
业人才供需网络对接会”，为校企
双方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就业促
进周期间，各地各高校同步举办
各类校企供需对接活动，深化高
校和企事业单位合作，推动共建
就业实习基地。

教育部也将在就业促进周期
间举办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主题
座谈会，鼓励更多高校毕业生投
身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就业。指导
各地各高校开展以“成才观、职业

观、就业观”为主要内容的就业主
题教育活动，以引导毕业生主动
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公务员考录时间提前
将于7月基本完成

去年秋季学期以来，教育部
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出台政策举
措，启动实施“2021届全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

公务员招录方面，中央组织
部、国家公务员局将考录时间提
前约2个月，将于7月基本完成。
基层就业项目方面，“特岗计划”

“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国家基
层就业项目均陆续启动。大学生
征兵方面，教育部配合国防动员
部启动“一年两征”征兵改革，第
一次征兵已基本结束，大学生报
名非常踊跃，第二次征兵报名已
于4月开始。国企招聘方面，教

育部会同国资委、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等正在举办第二季“国聘行
动”，目前已累计提供岗位58.9万
个。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方
面，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指
导各地做好教师招聘工作，预计
于8月基本完成。此外，发挥高等
教育人才“蓄水池”作用，适度扩
大研究生、专升本招录规模，并同
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统筹推进，着
力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大力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
加强就业困难群体特殊帮扶

大力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
在去年推出“24365校园网络招
聘服务”的基础上，今年升级推出

“24365智慧就业平台”，会同社
会招聘机构，已累计向2021届高
校毕业生提供岗位信息1451万
条，投递简历3763万人次。会同

人社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资委等15
个部门，共同组织重点地区、重点
行业、重点单位、重点群体等专场
招聘会40场，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信息342万条。

推动各地各高校加强职业生
涯教育和就业指导，充分发挥8万
余名一线就业工作人员特别是毕
业班辅导员作用，摸清未落实岗
位的毕业生求职意向，做好“强信
心”的教育引导和“暖人心”的指
导服务工作。

加强就业困难群体特殊帮
扶。教育部指导各地各高校建立
重点群体就业台账，进行“一人一
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面向
湖北高校毕业生，继续开展全国
高校与湖北高校就业“一帮一”工
作，在湖北武汉召开“2021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首场
对接大会，提供岗位超50万个。

今年高校毕业生总规模909万
同比增加35万“就业促进周”系列活动17日起开展

为孩子们的明眸护航

八个专项行动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是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光明工程”。近日，教育部等十五部门印

发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2021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
工作，以及《学前、小学、中学等不同学段近视防控指引》等文件，开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

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状况如何？光明行动提出了怎样的目标和责任？对政府、学校和家庭又
有什么要求？

2020年受疫情影响
总体近视率有所上升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司长王登峰介绍，教育部联合
国家卫健委开展的全国儿童青少
年近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为53.6%；2019年，全国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为50.2%，较2018
年下降了3.4个百分点；2020年，
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则较
2019年有小幅上升。

从数据上看，2019年，29个
省份近视率较2018年有不同程
度下降，26个省份完成了《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规定的近视率每年下降0.5或1个
百分点的目标。而2020年，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广大儿童

青少年长期居家学习，使用电子
产品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和体
育锻炼的时间减少，导致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率有所上升。

“一增一减一保障”
八个专项行动防控近视

光明行动工作方案强调，要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健全完
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到
2025年每年持续降低儿童青少
年近视率，有效提升儿童青少年
视力健康水平。

王登峰介绍，光明行动的核
心是“一增一减一保障”。“增”就
是要增加学生的体育课，特别是
户外活动的时间；“减”就是要减
轻不必要的课业负担，包括校内
课业的负担和校外辅导的负担；

“保障”包括照明环境的改善和近
视矫正、技术指导方面的保障，以
及“一增”和“一减”在制度设计上
和具体行动上的保障。

具体来说，光明行动工作方
案明确了八个专项行动：

——— 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
眼。其中包括教育学生掌握科学
用眼护眼等健康知识，养成健康
习惯，认真规范做眼保健操，保持
正确读写姿势，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和户外活动，不熬夜、少吃甜
食，自觉减少电子产品使用等。

——— 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包
括强化对作业数量、时间和内容
的统筹管理，寄宿制学校缩短学
生晚上学习时间，严格控制义务
教育阶段校内统一考试次数，引
导家庭配合学校切实减轻孩子学
业负担，不盲目参加课外培训、跟

风报班等。
——— 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

炼。包括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
炼，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
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鼓励基
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
育课，引导家长营造良好的家庭
体育运动氛围等。

——— 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
品。包括确保手机有限带入校
园、禁止带入课堂，教学和布置作
业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
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
学总时长30%，原则上采用纸质
作业等。

——— 落实视力健康监测。包
括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监测
数据库，每年开展全国儿童青少年
视力动态监测，努力实现县（区）儿
童青少年近视监测全覆盖等。

——— 改善学生视觉环境。包
括指导各地改善教学设施和条
件，落实教室、宿舍、图书馆（阅览
室）等采光和照明要求，鼓励采购
符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坐姿
矫正器，为学生提供符合用眼卫
生要求的学习环境等。

——— 提升专业指导和矫正质
量。包括开展近视防控科研攻
关，加强防治近视科研成果与技
术的应用等。

——— 加强视力健康教育。包
括发布不同学段近视防控指引，
深入开展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专家宣讲等。

“综合防控”为基本原则
学生、家庭、社会等一致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光明行动把
“综合防控”作为基本原则，强调
“凝聚政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
学生、家庭、社会等多方合力，多
措并举，分工负责，一致行动，共
同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方案明确，每年面向各
省级人民政府开展全国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评议考核工作，将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
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
效考核。

家庭，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
控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王登峰
说，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强化户外
活动和体育锻炼、科学规范使用
电子产品等多项行动，均对家庭
提出了相关要求，如“引导家庭配
合学校切实减轻孩子学业负担，
不盲目参加课外培训、跟风报班”

“营造良好的家庭体育运动氛围”
“家长要引导孩子科学理性对待
并合理使用手机”等。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