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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阵
地。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
达到1158万人。各地工信部门落实落
细就业优先政策，积极推动各级企业主
管部门，举办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专场招聘会等，挖掘就业潜力，多措并
举搭平台、扩岗位、稳就业。

搭平台
今年3月，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专

场招聘会上人头攒动。
一名北京工业大学机械专业的应

届毕业生对一家机器人公司颇有兴
趣。据他介绍，刚开始找工作时没有明
晰的职业定位，是学校多次举办的招聘
会让自己得以与不同企业深入交流，明
确了就业方向。

就业是民生之本。面对就业形势难
点，各地积极搭建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对
接平台，力促毕业生与企业双向奔赴。

也是在今年3月，湖南省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系列专场招聘活动在湖南大学启
动，33家专精特新企业与238名求职者达
成就业意向。同步开展网络招聘、直播带
岗、职业指导、人才培养研讨会等活动，其
中线上直播观看量超3.8万人次。

为延伸招聘活动服务半径，湖南省
还积极利用线上对接平台，组织线上招
聘会，推动产业与人才对接“空中服
务”。湖南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地将在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百日招聘活
动专区免费、随时发布招聘求职信息，为
中小企业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牵线搭桥。

扩岗位
河北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

任郭效勤说，中小企业在稳定和促进就
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进一步提高中
小企业与高校毕业生的对接成功率，河
北省开展了百日招聘直播带岗活动。
启动当天，就有6所高校与26家优质中

小企业签订战略协议，以订单就业、校
企合作等方式为毕业生开拓岗位。

6月底，家住石家庄市桥西区的应
届毕业生孙鸣扬在直播带岗网上宣讲
会上找到了一份网络工程师的岗位。

“招聘活动搬到了线上，面试、实习各项
流程也都顺利推进。”孙鸣扬说。

一些地区在强化岗位挖掘和供需
匹配的同时，还持续加大对吸纳就业能
力强的行业企业扩岗支持，加快释放政
策红利。

吉林省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
对招用2023届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
通高校毕业生的企业，按照每招一人
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北京市经信局印发《关于实施十大强企
行动激发专精特新企业活力的若干措
施》，涉及人才引进、住房补贴等多项政
策保障，进一步坚定专精特新企业及其
优秀人才在京发展信心，提升企业急需
人才供给效率。

稳就业
日前，“中小企业，职等你来”2023

年中小企业大型公益招聘会在吉林省
人才市场举行，230余家企业参会，提供
管理、技术岗位3200多个。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用人单位既
有装备制造业、信息与软件行业、科技
企业，也有商贸零售和服务业企业。求
职者蒋博是一名往届大学毕业生，经过
两次考研失利后，准备先找一份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在现场，他看中了
一家食品公司的销售岗位，经过初步面
谈，达成了就业意向。

线上对接、入校招聘、访企拓岗、入
企体验……今年毕业季，一系列就业服
务活动在中小企业和高校中火热展
开。各地工信部门、高校与企业共同发
力，为青年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

为做好稳就业工作，一些地区还
同步开展线上职业指导、职业生涯规
划指导等。在湖南大学举办的专场招
聘活动现场，湖南省职业指导专家团
成员朱丽亚围绕“求职规划与定位”进
行了主题授课，在线帮助求职者明晰
职业路径、提高求职技能，直播间观看
人数超4万人。 据新华社

为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国家网
信办8日公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
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并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发广泛关注。

为何出台？

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不断成熟，在
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给公众生活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不规范使用等现象，
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挑战。专家认
为，征求意见稿回应了人脸识别技术滥
用等问题，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进行规
范，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及财产权益、维
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指明了方向。

“人脸识别因其具备得天独厚的技
术优势，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社
会治理的有效技术手段。但同时，人
脸识别技术不仅可以抓取公民人脸信
息，还能进一步锁定个人身份，追踪行
踪轨迹等。将这些信息进行关联整
合，很容易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使公民
隐私权、财产权受到威胁。”北京理工
大学法学院教授洪延青认为，应在尊重
人格权与隐私权、保护个人信息和维护

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对人脸识别技术
应用进行规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栋认为，征
求意见稿对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
脸信息、提供人脸识别技术产品或者服
务作了规定，涉及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
条件、使用禁则、备案要求、数据保护、
设备管理等方面，并提出一些原则要
求，十分有必要。

有何措施？

最少使用——征求意见稿提出，只
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
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使
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实现
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
其他非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的，应当
优先选择非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方案。
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验证个人身份、辨识
特定自然人的，鼓励优先使用国家人口
基础信息库、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
务等权威渠道。

遵循自愿——征求意见稿要求，使

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应当取
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或者依法取得书面
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需取得个
人同意的除外。个人自愿选择使用人
脸识别技术验证个人身份的，应当确保
个人充分知情并在个人主动参与的情
况下进行，验证过程中应当以清晰易懂
的语音或者文字等方式即时明确提示
身份验证的目的。

最小存储——征求意见稿指出，除
法定条件或者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外，人
脸识别技术使用者不得保存人脸原始
图像、图片、视频，经过匿名化处理的人
脸信息除外。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
人脸信息应当尽量避免采集与提供服
务无关的人脸信息，无法避免的，应当
及时删除或者进行匿名化处理。

“规定出台后，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的有关机构应尽快按照要求进行整改，
切实落实好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责
任。”左晓栋说，还需要针对这项技术
出台针对性、系统性政策，以充分保护
人脸数据安全，防范人脸识别技术滥用
风险。 据新华社

搭平台、扩岗位、稳就业
——多地工信部门推进毕业生就业服务见闻

最少使用·遵循自愿·最小储存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这些要求

成都AI创新中心二期
8月底正式开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8

月9日，记者从成都高投集团获悉，
位于高新南区新川片区的人工智
能（AI）创新中心二期项目（以下简
称AI创新中心二期）已全面竣工，
将于8月底正式开园，10月底有序
投入运营。目前，该项目即将迎来
一批科技创新头部企业入驻。

AI创新中心二期项目由3个
地块组成，总建筑面积约51万平
方米,正式投运后将有效促进科
技创新、助力产业集聚、建强产业
生态，加快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AI创新中心二期对标世界级
新兴产业园区伦敦金丝雀码头与
新加坡纬壹科技城，依托产业载体
打造产城融合新城。作为全开放
式园区，该中心二期紧邻城市街
区，商业街区和办公楼宇动静分区
相宜，有科技体验、健身中心、园区
食堂、金融服务、文化展廊等空
间。凭借完善的产业配套设施、服
务园区辐射周边住区的活力休闲
商业街区、丰富的生态庭院空间和
公共交往空间，这里将成为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共融”的新型产业
社区。

AI创新中心二期投运后，一二
期合计占地面积约366亩，总建筑
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支撑成都
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
用先导区等重要产业功能板块的
高品质科创空间。依托人工智能
创新中心，成都高新区将进一步
实施产业建圈强链，重点聚焦
AI、大数据、车载智能系统等领域
头部企业，同时精准招引产业链上
下游及配套共同形成产业集群，最
终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产业
生态。

目前，AI创新中心一期已入驻
百度Apollo西部智能驾驶创新中
心、中移（成都）产业研究院等重点
项目和新加坡创新中心、“芯火”双
创基地、网易成都数字产业基地等
孵化器平台。二期将针对电子信
息、量子、人工智能、车载智能系统
等特色领域，重点招引国内外优质
企业入驻。目前已储备相关产业

“链主”及其上下游企业、上市及拟
上市企业十余家，并将于2023年内
落地入园。

全面投运后，AI创新中心预
计将聚集产业人口 3 万人，重点
产业企业逾百家，形成上百亿规
模产值。

成都新川人工智能AI创新中心二期。

毕业生在北京2023届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专场双选会上求职。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