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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访企拓岗、开拓就业渠道，健
全服务体系、做好就业指导，帮扶困难
群体、实施“宏志助航计划”，拓宽基层
就业空间、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为做好202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各地
各高校紧密结合实际，创新思路举措，
千方百计护航毕业生求职之路。

拓展岗位资源 精准对接供需

“学校邀请了山西省吕梁市的相关
单位来校招聘宣讲，举办农林水利类专
场招聘会，提供了合适的就业机会，满
足了我的就业需求。”毕业后回到家乡
山西工作，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3
届硕士毕业生石义妃的就业愿望。参
加学校组织的山西省吕梁市专场招聘
会后，她顺利地被汾阳市农业农村局下
属单位录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
主任罗建峰介绍，学校发挥农林专业人
才培养优势，面向中西部地市组织部门
发送人才招聘季活动邀请函，30余个地
市受邀来校开展政策推介和专场招
聘。同时，打造“小精专优”系列专场招
聘活动，各院、所牵头发动专家教授、优
秀校友等多方力量，主动邀请126家企
事业单位、科研院所进校，举办小型专
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2800余个。

有效拓展岗位资源、精准开展供需
对接，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
要前提。记者采访获悉：各地各高校下
大力度开拓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充分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更好匹
配毕业生就业需求。

天津市注重开源拓岗，组建了由市
教育两委牵头，市委组织部、市国资委、
市人社局等28个委办局组成的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专班，面向毕业生提供
1.68 万个政策性岗位，较去年增长
10.3%。同时，将“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
行动”纳入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带动全
市高校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成员走访企
业9000余家，挖掘岗位7万余个。

黑龙江省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
道作用，着力打造校园招聘“4个1”模
式，即每天1次宣讲会、每周1场中型招
聘会、每半月1场大型招聘会、每月1场

“情系黑土地·就业在龙江”招聘会。目
前，已举办省级校园招聘会、宣讲会
5100余场，开展线上招聘会、宣讲会1

万余场。此外，按照学校所在区域，组
建片区高校就业联盟，促进就业信息、
资源共享。

如何搭建全员促就业工作机制，形
成合力？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建立
了院系两级大学生职业发展协会，48个
专业、400余名大学生积极参与供需对
接社会调研、岗位信息搜集分享、招聘
活动组织保障等活动。“我们希望通过
这些举措，助力学子提早了解市场需
求、精准对接岗位要求，实现在校学习
与实习就业的‘无缝衔接’。”该校招生
就业处相关负责人说。

聚焦求职问题 精准答疑解惑

各地各高校落实“一对一”帮扶责
任制，深入实施重点群体“宏志助航计
划”培训项目，创新就业指导服务，推动
就业指导覆盖更多毕业生。

强化不断线就业服务，提升专业
度。

重庆师范大学毕业生梅春苗与就
业指导专家钟敏之间的求职咨询，持续
了3年。“从最初的大学生涯规划，到挖
掘自身闪光点，再到大四阶段的求职咨
询，钟敏老师持续、耐心地为我提供了
详尽的服务。”在钟敏的持续鼓励和指
导下，梅春苗成功入职福建龙岩北大附
属实验学校，成为一名英语老师。

重庆市组建了高校就业创业指导
专家库，包括来自企业、行业、高校等
相关专家近 300 名。重庆市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专家库专家每年为高校提供
巡讲超 200 场、在线直播超20场，直
接服务学生10万余人，提供个性化咨
询超1万次。

加强就业指导服务是教育系统做
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抓手，有助于
毕业生明确职业意向、提早做好就业准
备、提升就业竞争力。对此，教育部依
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播出
35期“互联网+就业指导”公益直播课，
密集举办78场“24365线上招聘”活动，
参会用人单位11.1万余家，提供岗位信
息580余万条。

创新开展就业指导服务，力求精准
度。

“到基层就业如何办理户口、档案、
党团关系等手续？”“什么是‘三支一扶’

计划？”“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以享
受哪些优惠政策？”……聚焦求职过程
中经常面临的问题和困惑，安徽省编写
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百问》，加强
就业政策宣传，切实为毕业生提供精准
就业指导和帮扶。

同时，安徽省教育厅会同省人社厅
建立了定期会商、信息直报、统计分析、
项目衔接、跟踪评价等制度，建立省、市
和高校联系会商机制和工作调度机制，
统筹推进岗位挖潜、推介和落实工作，
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

关心帮助就业重点群体，增加暖心
度。

聚焦学生实际困难，各地各高校细
化帮扶举措，采取多样化、个性化、有针
对性的就业服务方案，持续提供“有温
度”“不断线”的就业关心和帮扶，助力
毕业生找到满意的工作。

宜宾学院针对重点群体毕业生专
门开发《大学生重点群体就业指导》校
本教材，要求辅导员和就业指导教师参
阅学习提高指导服务能力。“学校通过
党建‘十个一’帮扶等活动，搭建起党
委、总支、支部、党员联系学生的桥梁，
落实‘一对一’就业指导服务。”宜宾学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脱贫家庭、低保家
庭、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求职意愿强，
但部分毕业生存在求职信心和技能不
足、求职经济压力大等困难，学院定期
开展就业能力提升培训，增强学生就业
信心和求职技能。

鼓励基层就业 优化服务保障

基层是高校毕业生成长成才的大
舞台，也是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
渠道。教育部等有关部门推出一系列
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
业。

注重就业教育，强化价值引领。
“老师，我想走出大山，像你一样考

上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学生赵世豪赴
贵州支教结束时，当地孩子拉起他衣角
说的一席话，让他坚定了要做一名好老
师的信念。大学四年参与支教20余
次，如今赵世豪已顺利签订就业协议，
即将走上讲台。“践行‘勤奋创新，为人
师表’校训，我立志当好学生成长成才
的引路人。”赵世豪说。

东北师范大学通过“师范大学—地

方政府—中小学校”合作教师教育模
式，积极引导师范生提前感受、适应教
师工作，坚定“强师报国”信念和决心。
同时，积极宣传基层就业、留省就业等
相关政策，发布基层就业倡议书，选树
基层就业毕业生先进典型，开设《东师
就业微课堂》，由全国高校就业创业“金
课”负责人领衔主讲，重点围绕基层就
业政策解读、应聘面试技巧等开展专题
讲座，引导学生树立扎根基层、终身从
教的职业理想。

今年，教育部开展首届“基层就业
卓越奖”推荐活动，共确定奖励优秀高
校毕业生398人，优秀指导教师60人。
各地各高校深入开展以“成才观、职业
观、就业观”为重点的就业育人主题教
育活动，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
业价值观，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
岗位，鼓励毕业生扎根基层、奉献基层。

健全服务保障，支持人才发展。
中南大学本科生马梦珂即将以一

名基层公务员的身份去西藏报到。她
坚定地说：“到基层去，拓展广阔天地，
可以学以致用，实现自我价值。”

为了鼓励毕业生前往基层一线、西
部地区就业，中南大学着力完善激励机
制，设立“志愿支援国防建设奖”“志愿
服务西部建设奖”，落细落实基层就业
学费代偿等优惠政策。同时，学校成立
职业选择能力训练实验中心，围绕基层
党政部门实习实践、基层工作实务、事
业单位和军队文职招录备考，分别推出

“星火计划”“燎原计划”“春风计划”等
系列专项计划，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求职
能力训练套餐。

“引导毕业生扎根乡村、奉献自我，
需要做好政策服务保障。”教育部相关
负责人说。比如，陕西省落实基层就
业学费补偿代偿政策，发挥“特岗教
师”“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项
目示范带动作用；提供创业指导服务
经费，设立创业资金，引导毕业生赴

“秦创原”孵化基地求职创业，丰富学
生创业体验。

据悉，教育部在5月至8月期间持
续开展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
冲刺”行动，从开展政策宣讲行动、精准
拓岗行动、加快招录行动、网上招聘行
动、暖心指导行动、重点帮扶行动等方
面，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
业、尽早就业。 （人民日报）

各地各高校多措并举护航毕业生求职路

别太迷信高考志愿填报“指导”

高考结束，接下来就到了志愿填报
环节。据《光明日报》报道，如今，高考
已逐渐转变为包含备考“持久战”、应考

“速决战”、考后“信息战”的“总体战”。
而志愿填报作为其中关键环节之一，相
关指导服务已成为部分家庭应对考后

“信息战”的重要选项。但这项服务究
竟“能不能用”“该不该用”“怎么使用”

“如何避险”，舆论却还存在不少争议。
应该承认，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作为

一个新兴服务行业，这些年之所以快速
崛起，原因在于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服
务不对称。比如面对高考招录新规则
时的“毫无头绪”，对于各地高校、相关
学科及就业行情的“一无所知”，这些都
需要专业人士的指点。市场需求巨大，
服务自然孕育而生。

作为一名过来人，想想我们自己当

年，拿着本《高校志愿填报指南》，再征
询一下班主任的意见，结合自己的兴趣
爱好，就胡乱填报了大学和专业，多少
有点盲目的成分。结果，有些考得好但
胆子小的同学，白白浪费了高分；也有
些则侥幸因为招生大小年而被低分高
录，进了名校。现在由专业的机构或老
师介入，提供一对一的贴身服务，自然
是好事，家长也愿意掏这钱。毕竟谁也
不希望子女千辛万苦通过了高考，却因
为填报失误而留下终身遗憾。

当然，和考研、教辅以及其他任何
领域一样，随着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行业
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也难免出现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的情况。同时，在“别人咨
询了我不咨询就是吃亏”的心理作用
下，部分家长也存在盲目选择高价咨询
的情况，结果浪费了金钱，却未能收获

想要的指导。
与早年间估分填志愿不同，现在都是

先出成绩再填志愿，这种情况下，寄希望
通过专业指导来实现“低分高录”、院校

“捡漏”，不说绝对没有，也是小概率事件。
相反，对于部分低分段考生和其家

长，尤其应该摆正心态，警惕“假指导、真
中介”，以及打着“自主招生”旗号的各种
录取陷阱和招生骗局。毕竟，类似的新
闻几乎每年都有，以前还相对零散，现在
随着志愿填报服务行业的崛起，保不准
有个别无良机构勾结部分“招生难”院
校，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专业误导”。

至于具体报什么专业，固然应该关
心将来的就业前景，但更要看个人兴
趣。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行业风
向则经常在变。比如，20世纪80年代
文学风靡，90年代法学吃香，21世纪头

10年经济学盛行一时，都曾吸引很多人
蜂拥填报。但如果你并不喜欢这一行，
那么等到热潮散去，甚至收入下降后，
可能就不得不面临人到中年再更改赛
道的尴尬和艰难了。

所以，对于高考志愿填报寻求专业
指导这事，我的态度是可以，也确实需
要，但别迷信，更没必要为此花费过多
的金钱。事实上，很多指导机构的所谓
数据库，也都是根据学校官网、教育部
网站和阳光高考平台上的公开信息来
归纳总结的。虽然他们可能显得更专
业、全面一些，但要相信，在对自身的了
解这点上，没人比得过你。何况，人生
是要自己走的，旁人再专业的意见，也
只是意见，没人可以替你做主。这也是
从中学走向大学、从青葱走向成熟的一
个体现。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