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毕业生参加青年求职训练营

实操职业技能 解锁求职“秘籍”
解读就业创业政策、

点拨求职技巧、到企业参
观学习、开展创业交流培
训……近期，为全力促进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
就业，开平市2024年青
年求职训练营火热举办，
帮助高校毕业生了解现
阶段就业形势和政策，树
立正确的择业观，更好地
把握求职机遇，选择合适
的就业岗位。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刘嘉猷
实习生 何钰婷

转变观念
找准自身职业定位

“你对今天面试的工作有什么具
体规划和思考？”“应对不同的岗位，应
该有什么不同的面试技巧？”“自己是

适合去市场打拼，还是适合考
公考编？”在青年求职训练
营中，资深职业指导专
家吴德跃围绕面试礼
仪、简历撰写、面试
技巧等方面进行求
职技巧点拨。课堂
上，吴德跃深入剖
析当前的就业市
场状况，以专业
的讲解和精准的
点评帮助参训学
员了解自身简历中
存在的问题，收获

面试实战技巧。同
时，开平市人社局工作

人员从开平市当前就业
环境及相关政策、人才服务

和扶持政策两个方面展开宣
讲，使参训学员意识到职业规划的

重要性，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
中，为促进开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现在一些‘慢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职业价值观有一定偏差，他们更希
望工作岗位来适应他们，而不是自己
去适应工作岗位。”开平市人社局工作
人员表示，在新的就业形势下，企业人

才使用价值取向有所变化，高校毕业
生要好找工作、找好工作，需要转变就
业观念，找准自身职业定位，紧跟当前
就业形势，不断充实个人知识和技能，
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就业观，找到
实现稳定就业的路子。

青年求职训练营除了交流环节，
还有去企业实地感受的环节。参训学
员们先后参观了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
司、开平依利安达电子有限公司等知
名企业，了解相关企业文化及发展历
程等基本情况，亲眼见证科技与生产
融合、高水准智能化的先进实践，深刻
感受科技创新在推动企业升级转型的
关键作用。参训学员们边走、边看、边
听，近距离感受家乡企业的飞速发展
变化。

“导师给出的建议很实用，实地参
观让我更加清楚开平的市场环境和就
业环境。通过参加青年求职训练营，
我的未来职业规划更清晰了。”星海音
乐学院2021级本科生何同学说。

实操训练
培育助农直播人才

“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
的是来自广西百色的桂七芒果，这种

芒果甜中带微酸、汁多肉厚、无丝细
腻，不容错过……”讲台上，一名参训
学员在直播间向观众介绍手中的农产
品。这是青年求职训练营助农直播实
训班上的一幕。

课堂上，导师耐心示范“推拉移
动”的拍摄技巧，将产品的每一个细
节呈现在镜头前。参训学员们围成一
圈，聚精会神地观察，随后纷纷拿出
手机跃跃欲试，将刚学到的技巧应用
到实践中。在导师的带领下，参训学
员们还尝试与主播一起上镜直播，体
验学习直播带货。“欢迎来到我们的
直播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
鲜的石榴！”一名参训学员说着，把石
榴掰开，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粒粒饱
满的石榴籽。“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
下方小黄车下单！”参训学员在导师
的带领下，面对镜头愈发从容，向直
播间的观众详细介绍农产品的特色和
价格。

开平市丽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谢小利是课程的培训导师之
一，她有着7年多的行业经验，与不少

“网红”有过合作经历。谢小利表示，
电商直播已成为连接农民与全国消费
者的桥梁，它让农民无需远行，仅凭
网络便能将家乡的特色农产品销往五
湖四海，极大促进了农民的增收致
富。同时，让消费者能够便捷地购买
到新鲜、优质的农产品，实现了双
赢。不过，谢小利同时强调，电商直
播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背后蕴含复
杂的运营逻辑与专业技能，为了让农
产品销售驶上“快车道”，必须重视专
业的培训工作，以培养出具备实战能
力的农村电商人才。在她看来，开平
作为江门的农耕宝地之一，有着天然
的助农直播优势。“助农直播的核心
理念在于接地气，开平可以把田间地
头作为直播背景，既节省场地费用，
又更容易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谢小
丽说。

“很新奇，很有收获！通过参加青
年求职训练营，我掌握了电商直播的
基本技巧，希望未来能够将所学知识
和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为社会创
造更多价值，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五邑大学2021级本科生
郭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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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 （记者/严建广）
为推动落实“百千万工程”省科协纵
向帮扶工作，进一步助力地方产业科
技创新发展，近日，开平市领导李青
汶带队赴广州拜访院士专家，推动产
学研深度融合，助力地方产业发展。

拜访团会同海鸿电气公司代表
到中国南方电网公司总部拜访饶宏
院士，就开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
海鸿电气公司电力系统方面的技术
需求与院士团队开展深入探讨交流；
会同志特新材料公司代表到广东省
腐蚀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拜访韩
恩厚院士，双方围绕铝合金模材料方
面的技术需求开展探讨，院士团队专
家针对企业技术需求给出初步方案

设计；会同广中皇公司代表到广东省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拜访吴清平院
士，企业提出腐乳生产方面的技术问
题，与院士团队深入沟通交流。

拜访团还前往广东省机械工程
学会开展交流，邀请学会深入开平制
造业企业，组织专家与开平制造企业
进行技术研讨，开展现场指导、攻关，
解决企业创新发展中的难题，提供技
术支撑和人才支持，促进开平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开平市科协负责人表示，将以企
业需求为导向，凝聚专家智力资源，
搭建精准对接交流平台，共同探索产
业科技融合发展新路径，为开平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江门日报讯（记者/敖转优）日
前，开平市行政服务中心重大项目政
务服务专班与市市场监管局组建政
务服务志愿服务队，深入开平市侨城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动上门辅
导，前移政务服务，通过实地走访、座
谈交流，帮助企业解难释疑，力促项
目早日投产达效。这是开平市营造
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环境，为企业良
性快速发展提供助力的一项有力举
措。

座谈会上，政务服务志愿服务队
了解企业“梦回开平·侨海华韵”项目
的建设进度，倾听企业需求，共同研
讨解决问题的对策，现场为企业排忧
解难。同时，政务服务志愿者详细解
读惠企政策，让企业充分了解并享受
政策红利。

据悉，“梦回开平·侨海华韵”项目

致力于打造集观光游憩、文化休闲、演
艺体验、特色餐饮、购物娱乐于一体的
特色文旅街区，将实现与赤坎华侨古
镇、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
业态融合互补，预计每年吸纳500万
人次以上客流，有利于推动开平夜间
经济发展，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拉动开
平全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开平市行政服务中心将
以上门辅导、政策宣讲、帮办代办为
重点，搭建政企“零距离”沟通的桥
梁，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为企业
提供更加主动、贴心的政务服务，助
力项目早落地、早投产、快达效；以暖
企、护企、助企、兴企的实际行动，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到
开平投资，释放侨都发展新活力，助
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为开平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开平“上门式服务”提升企业发展信心

助力营造高效便捷服务环境

开平品牌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效注册商标逾1.17万件
商标是企业品牌形象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形
资产和重要的知识产权。
近年来，开平市坚持以推
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优化营商环境、建
设“百千万工程”为主线，
深挖地方特色农产品资
源，强化知识产权商标品
牌培育建设，以品牌赋能
助力乡村振兴。记者昨日
获悉，截至目前，开平市有
效注册商标拥有量11727
件，拥有集体商标8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2件、驰
名商标6件。

文/江门日报记者 刘嘉猷
通讯员 陈静仪

图/开平市市场监管局

构建管理体系
营造良好商标发展环境
近年来，一些不良商家通过恶意抢

注与囤积商标等谋取不当利益，严重威
胁诚信企业树立的品牌价值。为有效
遏制这一现象，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促
进品牌健康发展，去年，开平在全市范
围启动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
点示范县工作，建立完善知识产权工作
体系和管理机制，加大知识产权政策宣
传力度，强化知识产权强企培育、地理
标志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培育，明确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任
务目标，提高知识产权领域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筑牢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
建设试点示范县工作基础。同时，开展
商标、地理标志等领域专项执法行动，
结合日常监管、12345投诉举报等途径
全面排查违法线索，严厉查处商标违法
行为。

今年以来，开平全市已成功处理商
标行政违法案件4宗、商标侵权投诉举
报17宗，有效维护商标所有人合法权

益，为开平经济发展营造了更加健康、
有序的环境。

强化政策宣传
培育县域特色商标品牌
今年以来，开平市开展知识产权相

关知识培训2场，相关部门走访企业15
家，并举行2024年开平市知识产权宣传
周启动仪式，多方位多角度宣传知识产
权知识，引导企业申请注册商标进行法
律保护，并对成功注册的商标做好正确
使用、有效保护，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社
会氛围。

同时，开平市严格落实《江门市知识
产权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安排专人

“手把手”指导企业申报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等相关资助项目。今年以来，共指导
49家企业及个人成功申报知识产权专
项扶持资金260.185万元，充分发挥资

助政策的引导激励作用。
开平全市设立3家商标品牌指导

站、11家备案商标代理机构，为企业提
供知识产权政策咨询、商标品牌注册指
导等专业服务，提升企业的商标品牌意
识。同时，深挖本地特色资源，全方位
推进“1+8”县镇两级行政区品牌商标培
育布局和“马冈鹅”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开平优品”系列
商标已成功注册100件，“马冈鹅”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
交申报材料，为乡村振兴注入品牌化的
新活力。

深化服务引领
推动商标品牌转化运用
在提升商标品牌传播力上，开平

市积极引领企业参与各类品牌推介活
动，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平台，全方

位、多角度宣传本地特色品牌，深挖品
牌内涵与价值，扩大品牌市场。去年，
马冈鹅、茶叶、腊味等10余种代表开平
本地特色的优质手信产品亮相首届地
理标志产品广货手信节，“大沙韵萱红
茶”和“大沙山水绿茶濑粉”2种特色产
品荣获“广货好手信”称号，进一步提
升开平特色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影响
力。

围绕“用好一件地理标志、发展一
个产业”的理念，开平市着力规范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积极指导并
推动企业开展地理标志授权使用工
作。截至目前，已成功助力10家企业
获得“大沙天露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使用许可备案，1家企业获得“潭碧冬
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备案，
进一步提升地理标志品牌效益，助力特
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开平市领导带队拜访院士专家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李淑
珩）为提升市民文化艺术素养，丰富
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开平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心艺课·

‘艺’起陶艺”公益课堂开课。
陶艺作为一种融合中国传统古

老文化与现代艺术的艺术形式，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心艺课·‘艺’起
陶艺”公益课堂特别邀请志愿服务讲
师陈小芬前来授课，为学员们科普陶
瓷传统制作工艺和发展过程，让他们
对陶艺有更全面的了解。学员们热
情投入，认真听讲，收获颇丰。在陈
小芬的指导下，学员们拿起画笔和物

料，投入陶艺创作，在欢声笑语中，完
成一件件融入侨乡特色碉楼元素的
陶艺作品。“我们希望通过公益课堂，
让更多人了解和接触陶艺，传承和弘
扬这一古老而独特的艺术形式，增强
文化自信，更好地对外宣传侨乡特
色。”陈小芬说。

据悉，“开心艺课·‘艺’起陶艺”
公益课堂目前已开课2节，吸引30余
人次参与，市民通过公益课堂“沉浸
式”感受陶艺魅力。大家纷纷表示，
陶艺创作不仅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
式，还能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审美能
力和创造力。

市民参与公益课堂活动

“沉浸式”感受陶艺魅力

在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开平优品”展区吸引众多游客和参展商驻足。

助农直播实训班上，参训学员面对镜头愈发自信和从容。

职业指导专家向参职业指导专家向参
训学员传授面试技巧训学员传授面试技巧。。

江门日报讯（记者/张华炽）“哎
哟，痛死了！”“老婆，我不生了！”双脚
蜷缩，双手绷直，准爸爸们面目狰狞，
额头沁出大滴汗水，切身体验分娩阵
痛让他们不禁大喊起来。8月17日
上午，开平市“中国医师节”系列活动
无痛分娩专题讲座在开平市妇幼保
健院举办，近30位准爸爸、准妈妈参
加活动。

据悉，讲座详细讲解分娩疼痛产
生的机制、无痛分娩的优点、无痛分
娩的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内容，帮助准
爸爸、准妈妈增加对无痛分娩的了解
和信心。

讲座上的体验分娩阵痛环节，让
准爸爸们体验分娩阵痛，能够让他们
体会到准妈妈们分娩时的疼痛，在整
个孕期中给予妻子更多关爱，同时，
更好地掌握缓解疼痛的技巧，减少分
娩疼痛，让准妈妈们真正实现快乐分
娩，更加从容地迎接宝宝的到来。

阿鑫是数名体验者中唯一一位
承受住最高疼痛等级“10级疼痛”的

准爸爸。“说不上来的痛，就像肚子里
有东西在抓，前后左右都痛。”阿鑫满
脸通红，手心都是汗，过了一段时间
才缓过神来。阿鑫表示，开始只是肚
子有撕裂、挤压的痛麻感觉，后来背
部也开始感受到挤压，阵痛和缓解反
反复复，跟受伤的痛苦完全不一样。
体验完分娩阵痛，准爸爸们几乎全身
是汗，直呼“生孩子太不容易了”“以
后要更疼老婆”。

讲座上，医生介绍，分娩阵痛从
有规律的宫缩开始，产妇的痛感会随
着产程推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密
集。“正常情况下，初产妇从规律宫缩
到宫口开全为11-12个小时，经产妇
一般为6-8个小时，准妈妈整个过程
都在体验这种难以忍受之痛。”医生
说。

准妈妈唐女士表示，活动很有意
义。“不但促进了我们夫妻之间感情，
也拉近了我们与医生之间的距离。”
唐女士希望通过本报向所有医生送
上节日祝福，感谢他们的付出。

开平举办无痛分娩专题讲座

准爸爸体验分娩阵痛
仅一人承受住最高级别疼痛

学员们拿起画笔和物料，投入陶艺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