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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行业前景好 岗位需求旺

电商正在成为就业新选择

长江流域非法捕捞将开展三年“严打”

周静云是吉林农业

大学农学专业的毕业生，

前不久，经过线上笔试面

试，入围叮咚买菜管培生

招聘名单。“找工作不容

易，能顺利入职很开心。”她说。

这个求职季，周静云是电商网

招众多毕业生中的一员。近期，教

育部、商务部举办电子商务行业面

向2020届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活

动。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

执行所长崔丽丽认为，推出电商网

招活动，顺应了行业发展趋势，能将

行业需求、发展情况与人才培养、供

给有效结合起来。

电商行业发展迅猛
吸纳人才需求旺盛

近年来，电商产业蓬勃发展，吸

纳就业能力突出。2019年5月，商

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发布的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显示，2018年

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31.63万亿元，

同比增长8.5%；电子商务从业人员

达4700万人，同比增长10.6%。

“今年以来，生鲜零售、教育、医

疗等行业的线上业态迎来爆发性增

长。新产业新业态，对人才需求旺

盛。”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超明

说，电商在助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中作用明显。疫情防控常态化后，

电商产业普及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吸纳就业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那么，今年电子商务行业预计

能吸纳多少高校毕业生就业？

智联招聘联合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2020 年大

学生就业力报告》显示，一季度，互

联网/电子商务行业位列就业景气

较好的 10个行业，该行业的就业

市场景气指数为3.55，高于全国平

均值1.38，说明招聘需求高于求职

供给。

伍超明认为，如果电商从业人

员继续保持10.6%增速，规模将超

过5200万人。在线上交易增长的

大背景下，保守估计今年电商行业

将新增就业超520万人。其中，高

校毕业生将成为增长主力。

不少电商企业都出台了针对高

校毕业生的招聘计划。比如，苏宁

推出管培生招聘计划和互联网店长

工程招聘计划，目前已招聘约5000

名高校毕业生。

新业态催生新职业
岗位需求更加细分

电商招聘中，各垂直业态需求

也有差异。

近来业务量激增的生鲜电商、

教育电商招聘力度不减。“今年我们

计划招聘超过1000名高校毕业生，

是去年的30多倍。”叮咚买菜招聘

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招聘350

人，第一批应届管培生已入职培

训。学而思网校今年校招近2万个

岗位，工作地分布在北京、武汉等15

个城市，岗位需求量尤其大。

在线旅游、货运电商等行业中，

携程毕业生招聘有百人规模，主要

岗位是后台研发、测试开发、前端开

发。货拉拉则提供了技术类、产品

类、市场类等岗位，目前已招聘90

多人入职。

“电商企业构成的生态庞大，因

而职业类型多种多样，就业形式也

非常多元。”崔丽丽说，许多内容类

平台采取的是用户生产内容形式，

高校毕业生只要有好的创意、能够

产出优秀的内容，也可以选择在这

样的平台就业并实现个人价值。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电商行

业招聘，将呈现出哪些趋势性特征？

——新业态催生新职业。“以人

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基础的技

术创新不断加快，网红经济等产业

链日渐清晰，直播电商、社

交电商、内容电商等新业

态快速发展。这些都对电

商行业的渠道管理、营销

方式、商业模式等带来深

刻影响，更多新岗位也在涌现。”天

津铸源健康科技集团董事长许德宇

说，公司旗下的社交电商平台已全

面启动高校招聘，在招商、线下体验

店、运营等环节都有招聘计划。

——岗位需求更细分。“车智汇

智能终端收集的动态数据，技术人

员将进行建模与分析，据此来支撑

前端的运作。随着APP的功能越来

越细分，我们招聘的相关电子商务

岗位也越来越细分，力图每个环节

都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以提升

用户体验。”亚美科技公司董事长江

勇说，今年计划招聘嵌入式软件、硬

件、总线和固件测试等专业的高校

毕业生50名。

——融合发展更需要复合型人

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未来行

业趋势将是线上和线下服务融合发

展，电子商务的岗位与科技行业、社

交媒体等的关联也会更紧密。懂用

户、会社群营销、熟悉互联网的求职

对象将会是电商行业的重点需求人

才。

（摘自《人民日报》 齐志明/

文 2020年6月28日）

多元市场主体入市积极
夏粮市场化收购占比超95%

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获悉，目前，小麦收获接近尾

声，夏粮收购开局良好进展顺

利，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小麦品

质较好，强筋弱筋等专用麦比

例较去年提高2.8个百分点；二

是市场购销活跃，多元市场主

体入市积极，市场化收购超过

总收购量的95%；三是价格总

体平稳，优质专用小麦市场需

求旺盛，价格优势明显。

（据 央 广 网 刘 慧/文

2020年6月25日）

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
补助经费1695.9亿元

财政部日前公布，2020年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1695.9

亿元，比上年增加130.6亿元，

增长8.3%。据统计，“十三五”

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助经

费达 7495 亿元，年均增长

5.97%，其中用于农村地区的

资金占比一直保持在90%左

右。全国每年约1.54亿学生

免除学杂费并获得免费教科

书，约2500万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获得生活补助，约1400万进

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实现生

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两免

一补”经费可携带，营养改善计

划惠及约3200万贫困地区学

生。

（据中新社 赵建华/文

2020年6月17日）

长三角铁路7月起用新图
开行列车数创新高

7月1日零时起，长三角铁

路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开

行旅客列车运行线1165对，数

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动车组

列车927.5对，占列车开行总

数的79.6%。

（据 新 华 网 董 雪/文

2020年6月24日）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
样车成功试跑

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时速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近日在

磁浮试验线上成功试跑，标志

着我国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

取得重要突破。

（据新华社 张旭东/文

2020年6月21日）

自7月1日起，我

国首次在西南大西洋

公海相关海域试行为

期 3 个月的自主休

渔。本次休渔范围为

32°S- 44°S、48°

W-60°W之间的西

南大西洋公海海域，

是我国远洋鱿鱼渔业

的主要作业区域之

一。

鱿鱼是我国远洋

渔业单一品种产量最

大的捕捞对象，目前

我国已成为位居全球

前列的公海鱿鱼生产

国、消费国。但近年

来包括东南太平洋、

西南大西洋在内的几

大公海渔场，鱿鱼资

源年间波动日趋显著，企业经营

风险加大。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局长张显良介绍，西南大西洋

公海是我国主要的远洋鱿鱼渔

场之一，目前该海域尚未有国际

渔业组织管理。“对该海域实施

休渔，对保护鱿鱼产卵群体、恢

复资源补充量能起到积极作

用。9月至11月份，我国还将在

中东太平洋公海相关海域实施3

个月的休渔。”

“休渔期间，包括鱿鱼钓、拖

网渔船等在西南大西洋公海相

应区域作业的所有中国籍远洋

渔船均需停止捕捞作业。这对

远洋渔业企业肯定会有暂时的

影响，但是休渔有助于保护幼

体、减轻气候等各种因素对资源

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资源的科

学养护和长期可持续利用。”张

显良表示。

据了解，休渔期间，农业农

村部将会同各地渔业主管部门

和相关单位，对休渔期间远洋渔

船进行严格的船位监测和管控，

对违反休渔规定的远洋渔船和

远洋渔业企业将依法予以严厉

处罚。针对鱿鱼渔业，我国将继

续开展鱿鱼资源动态监测、实施

科学观察员制度、试行电子渔捞

日志、研究制定鱿鱼全产业链管

理等举措，建立起公海鱿鱼资源

养护与管理的一系列科学规范

措施，为全球公海鱿鱼渔业可持

续发展作出努力。

（摘自《经济日报》 乔金

亮/文 2020年7月2日）

公安部、农业农村部6月29日

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

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

动。会议要求，依法惩戒破坏水生生

物资源行为，坚决遏制长江流域非法

捕捞违法犯罪活动，确保长江流域禁

捕取得扎实成效。

公安部副部长林锐指出，沿江地

方和长江航运公安机关要按照公安

部的整体部署，以“零容忍”态度依法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犯罪，坚决斩断非

法捕捞、运输、经营的地下产业链，侦

破一批非法捕捞犯罪案件、打掉一批

职业化团伙化犯罪网络、整治一批非

法运销捕捞器具、渔获物窝点，形成

强有力严打高压震慑效应。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指出，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牢牢抓住执法

监管这个牛鼻子，要全面摸清非法捕

捞重点水域、重点对象、重点时段和重

点违法行为，针对“电毒炸”“绝户网”

“三无”船舶等重点非法捕捞行为重拳

出击、严管重罚，形成强大震慑。要根

据渔业资源、渔船、渔民的流动性特

点，凝聚各方力量，进一步建立健全部

门协作、联合执法、流域联动、交叉检

查等合作执法机制，彻底斩断非法捕

捞、运输、销售等利益链。

近年来，沿江省市渔政部门加大

对涉渔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年均查处

涉渔违法案件超1万起。公安机关

始终保持对非法捕捞犯罪严打高压

态势，今年1至5月侦破非法捕捞刑

事案件2000余起。

（摘自《中国青年报》 何春中/

文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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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野生资源的变动情况和最

新的研究成果，我国拟对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进行调整。近日，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开始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介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的调整，遵循了濒危性、珍贵性、

相似性、预防性、兼容性、关注度等多

个原则。重点考虑在维持生态系统

结构和功能上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因

栖息地破坏、猎捕和贸易等开发利用

活动，生存受到较大威胁的物种。猛

禽类处在食物链顶端，起到调控处在

较低食物链物种种群的作用，对维系

生态系统功能十分重要，国际上猛禽

的贸易行为屡见不鲜，因此拟将猛禽

所有种列入保护名录，其中重要物种

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物种。

对虽尚不完全满足列入的科学

标准，但因开发利用强度持续增大或

栖息地减少等原因已引起广泛社会

关注的物种，调整中也积极考虑列

入。如黄胸鹀在鸟类贸易中占有很

大份额，由于错误地宣传其药用功

效，导致遭到过度猎捕造成野生种群

数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本次调整考虑将其新增为国家

二级保护物种。

据了解，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

电话、通信等方式向国家林草局、农

业农村部提出反馈意见。意见反馈

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19日。

（据新华社 胡璐/文 2020 年

6月19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6月30日发布

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二十年（1999—

2019）》白皮书显示，20年来我国实施

退耕还林还草5.15亿亩，成林面积占

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4%以上。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涉及全国25

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435

个县。白皮书称，20年来，中央财政

累计投入5174亿元，完成造林面积

占同期全国林业重点生态工程造林

总面积的40.5%，工程区森林覆盖率

平均提高4个多百分点，生态环境得

到显著改善。

白皮书还显示，20年来退耕还

林还草为农民增收和精准扶贫作出

了贡献。工程建设过程中，在政策直

补农户的同时，各地通过机制创新和

模式推广，培育优势资源，发展特色

产业，有力推动了农民增收和精准脱

贫。全国约4100万农户参与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实施，1.58亿农民直接受

益。截至2019年底，退耕农户户均

累计获得国家补助资金9000多元。

2016年至2019年，全国共安排贫困

地区退耕还林还草任务3923万亩，

占4年总任务的75.6%。

（据人民网 胡璐/文 2020年6

月30日）

在中国农科院农业信

息研究所主办的第十期中

国农业保险论坛会上，中国

农科院研究创新团队发布

了《中国农业生产风险区划

地图册》。

该地图册是运用农情

灾情险情大数据对中国农

业生产风险现状进行评估

与区划的基础上编制而

成。在多源数据融合损失

估计基础上进行风险模拟、

模型估计和风险值计算。

地图制作方面，风险等级划

分采用了分位数分级法，并

针对每一种农作物采用了

国际上通行的配色标准。

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

反映各省市县主要农作物

生产风险空间差异的大型

图册，对全国省县级农业保

险中央补贴的11种作物品

种（水稻、玉米、小麦、棉花、

大豆、马铃薯、油菜、花生、

芝麻、甜菜和甘蔗）生产风

险评估、区划和地图展示，

共编制了288张地图，充分

展示了我国主要农作物生

产风险的区域分布特点。

该地图册将可作为我国各级政府和

保险机构制定农业生产风险管理策

略、科学厘定农业保险费率、优化农

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参考标准，也将对

提高我国农业相关主体风险和保险

认知水平、有针对性开展农业生产的

防灾减损工作、加快我国农业保险高

质量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据光明网 王新/文 2020年6

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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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我国退耕还林还草5.15亿亩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拟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