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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动就业创业工作迈上新台阶 

 

□王晨可 刘新文 

    11 月 6 日，笔者从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获悉，作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先进集体，该校以高质量人才培养为目标，深入实施“53322”工程，推进就业创业工作迈

上新台阶。 

    优化五类市场 提高工作质量 

    该校以市场化就业为主线、以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为根本、以创业为突破、以基层

就业为辅助，坚持“走出去”原则，以行业协会和人社部门为依托，全面开展访企拓岗活动，

开展“校、政、企、行”深度合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整合现有市场。学校建立优质企业库、目标企业库、预警企业库、淘汰企业库等，

打造优质企业的人才培养合作基地，按照普通群体毕业生不低于 1∶3、特殊群体毕业生不

低于 1∶5 的需求量，优化岗位存量，提升岗位增量。 

    做大区域市场。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重点围绕航空港区、

中国尼龙城等区域，开发安阳钢铁、中原油田、许继集团、中国一拖、中建七局等重点企业，

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开拓海康威视、徐州重工、奇瑞控股等就业市场，提供岗位

不少于 5000 个。 

    做优行业市场。围绕学校专业群布局，主动对接行业协会，坚持与国家发展战略相

结合，重点围绕制造业、建筑业、新媒体、医护健康等行业，开发大型央企、国企和高成长

的新兴产业资源 129 家，提供就业岗位不少于 3500 个并达成多个订单培养协议。 

    做强资源市场。发挥外聘专家和校友资源优势，开发省外高质量就业市场和省内有

资源的行业市场 79 家，提供岗位 2600 个；成立特殊群体帮扶资金会，由合作企业出资、

学校代管，帮助技能竞赛优秀获奖选手及家庭困难学生等群体，企业优先录用特殊群体学生。 

    做精政策市场。搜集国家和地方政策性岗位，引导学生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到重点

区域、行业和项目建功立业；毕业生专升本、基层就业和参军入伍比例逐年提升 3%，对西

部计划、“三支一扶”等特殊岗位，按照 500 元/生的标准，奖励坚持满半年以上、表现突出

的毕业生。 

    实施“三项工程”创立工作品牌 



    实施“思想引领”工程。设置就业创业教研室，积极研究新政策、新形势、新办法，

研究省内外就业创业示范校、经验校的好做法，研究各级特色高新区、高新园区创新创业的

新举措，制定学校就业创业指导方案。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把基层就业政策有机融入职

业生涯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形势政策、思政课、党课等教学课堂，引导学生把个人理想与

国家、民族事业有机结合。 

    实施“就业育人”工程。建立就业指导工作室，聘请指导专家，设定就业创业指导开

放日，定期开展指导咨询服务。开通指导预约通道，确保指导不打烊。开展就业跟踪服务，

应届、三年和五年内毕业生跟踪服务分别达 100%、60%、20%。 

    实施“精准帮扶”工程。对省级以上技能竞赛获奖选手、日常表现突出的学生和家庭

困难学生，实施 12345 就业帮扶机制，即建立一本台账、利用线上线下 2 个帮扶平台、毕

业后跟踪不少于 3 年、通过电话联系和实地走访不少于 4 次、推荐就业岗位不少于 5 个。

实行“经济上扶持、信息上首推、心理上疏导”措施，配合实施“宏志助航计划”，加强政策宣

传，动员学生报名。对有专升本计划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考前辅导和心理疏导。 

    强化三支队伍 增强工作能力 

    强化就业市场建设队伍。就业市场建设以市场化就业为主，所有就业市场需经就业

部门对接联系，各院部安排 1 名就业专干，与就业部门做好企业对接工作。 

    强化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建立就业指导师资人才库，外聘就业指导师、企业人资

负责人、优秀校友、校企合作单位企业教师等为兼职就业指导教师，实行年度考评、动态管

理，逐步形成专兼职结合、校内外联合、校企共育的就业指导队伍。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

业、不同需求的学生，采取分层教育、分类指导、分项评定、多维推进的形式，使学生有清

晰的职业规划、明确的创业目标、准确的就业方向。 

    强化辅导员队伍。将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创业能力等核心要素作为辅导员考核

的核心要素，与评优评先、晋级晋职挂钩，提高辅导员参与就业创业工作的积极性。 

    搭建两个平台 注重工作实效 

    搭建智慧就业平台。学校建成智慧就业平台，具备学生职业意向测评、就业信息发

布、就业数据统计、在线就业创业指导、就业创业服务、优秀毕业生交流展示等 6 大功能；

创建直播带岗平台和网络面试直播间，让学生和企业无缝对接。利用教育部就业服务平台、

中国煤炭教育协会“赋能云”平台、猎聘网“校聘云”平台等资源，开展就业创业指导、政策解

读、网络招聘、线上面试、在线签约等工作，让信息多跑路、学生少跑腿。 

    搭建双创孵化平台。每个专业群建立 1-2 个双创实训工坊，为学生提供实训资源。

双创孵化园区建立 1 园区 10 中心的管理体系，引进第三方投融资机构和工商、税务、财务



代理等业务，完善学生双创服务。邀请行业专家建立大师工作室，带领双创团队搞技术创新。

发挥就业创业联合会和各专业社团优势，各中心主动对接专业社团，发掘项目、组建团队，

提升项目成活率和孵化率。 

    完善两大体系 保障工作推进 

    完善工作组织体系。建立党委领导、行政主导、处室协同、院部主体、全员联动的

工作体系，构建学校、部门、教研室、辅导员四级就业创业工作队伍，围绕“全体教师参与、

面向全体学生、立足全面发展、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原则和目标，全面推行就业育人理念。 

    完善目标考核体系。贯彻落实教育部就业工作“三严禁、四不准”要求，制定年度就

业创业工作目标任务和考核指标，进一步优化奖惩标准。就业信息实施周报、月报制度，形

成“年度有考核、月月有推进、周周有通报、末端有监督”的就业创业工作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