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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离校，高校就业服务不能离线
近日，人社部部署启动2023年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明确在7月至12月，以2023届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各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登记的失业青年为对象，
强化服务保障、权益维护、困难帮扶
等，尽力帮助青年实现更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

随着这一届高校毕业生陆续离
校，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也将进入“后
半程”，高校就业服务将开启“离校不
离线”新模式。持续关注这一届离校
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创造条件帮助
他们有业就、就好业，是贯彻好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实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的“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任
务要求的重要举措。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高校毕业
生就业是重中之重。稳就业、促就业
工作丝毫不能松懈，须确保就业服务
始终在线。值得指出的是，高质量就
业是一个结构化的概念，不同条件的
毕业生对就业的需求亦不同。这也
意味着，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须强化精准思维，坚持做在日常、具

体到人，提供个性化就业指导与帮
扶，真正助力学生走好人生成长的这
关键一步。

首先，严格实施高校毕业生高质
量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形成全员
抓就业、促就业的格局与氛围，为推
进就业相关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
障。与此同时，强化开源拓岗，不断
增加优质岗位供给。对外，要加大访
企拓岗力度，学校、学院等相关负责
人要带头走出去，主动走进企业、行
业、园区、社区，与相关单位建立就业
合作渠道，拓展实习见习岗位；对内，
可挖掘校内的行政助理和科研助理
岗位等资源，优先为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

就业服务如何精准？就摸清就
业需求来说，高校可组织专门力量设
置“职业指导简历实验室”，通过“专家
坐诊”接单，为毕业生提供“一对一”服
务，通过优化完善毕业生的简历等，吸
引用人单位关注度，以提高求职成功
率。此外，通过举办研讨会等增加师
生交流，有利于教师有针对性地开展
个别辅导和精准疏导。在供需匹配环
节，高校可通过访企拓岗、引企入校，

加强对毕业生的应聘指导和择业引
导，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牵线搭桥。
同时，巧用新媒体打好就业“突围战”，
通过开展“主播带岗云接力”等方式，
为毕业生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精准求
职就业信息。加强家校联系与沟通，
也有助于更好把握学生多方面的情
况，更有针对性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
就业。

就业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对于
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有
残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家庭有突发
情况的、较长时间未就业的以及家庭
第一代大学生的毕业生等这些特殊群
体，要重点关注，给予精准帮扶。应实
施“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及时发放
就业补助，优先推荐就业岗位，用心用
情用力做好就业兜底帮扶。对他们的
帮扶，也是对他们背后一个个困难家
庭的纾困与托举。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关系到
学生前程、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让
我们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
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强化精
准举措，帮助毕业生实现快就业、早就
业、乐就业、就好业。（光明日报）

就 业 指 导 需
从“短途”变“长效”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

万人。5月至8月，教育部开展2023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各地高校多措
并举，出台各有侧重的就业指导政策，为毕
业生求职之路保驾护航。

各高校作为培育人才的摇篮，是做好
202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抓手，对于稳
定就业大局至关重要。长远来看，各高校唯
有以服务学生意识为本，摒弃急功近利的

“短途培训”观念，形成专业化、精准化、长效
化的就业指导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就业指
导的质量和实效，才能让毕业生在求职赛道
上用“数年长跑”蓄积的耐力，跑出“短跑冲
刺”的速度。

各高校需要高效洞悉供需需求，化解就
业结构性矛盾。就业结构性矛盾，是指人力
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出现
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校教育体
系尚未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导致毕
业生的实操技能水平和岗位需求匹配之间
出现较大的矛盾。因此，高校需要充当“牵
线桥”的角色，主动对接校企供需，消弭双方
间的信息壁垒。

各高校还应细化就业帮扶，富有针对性
地为学生定制求职锦囊。目前，不少高校的
就业指导还存在着“样本化”讲授的问题，殊
不知每个学生的性格特征、专业特长、求职
技能、求职目标都不同，不精准的指导便丧
失了存在意义。对于求职技巧不成熟、求职
目标不清晰的重点群体，高校需要本着服务
学生的宗旨，定期摸底、及时跟进最新就业
情况，建立台账式的管理模式。用精准化的
就业帮扶机制，让就业指导的成效真正落到
实处。

就业指导不应作为毕业年级的专属课
程，而是要将高质量的就业教育嵌入日常
教学体系，变为学生几年专业学习的常设
课程，注重职业理想层面的价值引领。拉
长就业指导课程的战线，也是拉长学生的
成长赛道。

未来，各高校需要从调研企业需求、开
拓就业渠道、组织实习培训、帮扶困难群体
等系列节点共同发力，让可持续化发展的
促就业工作机制惠及更多青年学子，为我
国稳就业、安民生、强经济的发展大局注入
动能。 （人民网）

教育部对多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开展专项调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决策部署，
教育部于6月底至7月初面向多省开
展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项
调研。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
赴内蒙古、山西实地调研，要求积极拓
宽就业渠道，加快促就业政策落实，全
力做好离校前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孙尧、翁
铁慧、王嘉毅、陈杰和驻部纪检监察组
组长王承文分别对江苏、云南、河南、
湖北、福建、贵州、甘肃等7个省份开
展实地调研，并以其他方式对浙江、天
津开展深入调研。

教育部强调，高校毕业生就业

关系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和社会
稳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
做好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出
全面部署。地方和高校要深刻认识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大意
义，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这项重大政治
任务落实到位，推动人才资源有效
转化为发展动力。

教育部强调，当前高校已进入
毕业生离校阶段，要抓重点、攻难点、
防风险点，采取务实有效举措，促进
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尽早就业。一
要抢抓工作冲刺期，加快组织政策性

岗位招录，就业政策宣传要“进企业、
进园区、进高校、进社区”，推动政策
红利尽早释放。对符合条件的企业
给予相应政策支持，更好激励企业拓
岗积极性。二要真正用心用力用情，
落实落细就业指导服务，持续开展访
企拓岗和招聘活动，做好困难群体和
弱势专业毕业生就业，鼓励引导大学
生到基层建功立业。三要坚决维护
毕业生合法就业权益，细致入微做好
毕业生离校工作和部门间服务接续，
为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不断线服务。
四要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积极营造全
社会共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良
好氛围。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