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工作具体举措 

我校 2019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严格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的相关要求，认真

落实“就业优先”和精准帮扶工作，一年来在省教育厅的指导下，我校就业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一）明确目标 细化举措 

1.为了确保上述就业目标实现，我校认真剖析当前的就业形势，确定就业的

难点和重点，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充分调动就业专员、学业导师在就业工作中

的积极作用，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将任务层层分解；同时强化“周通报”

制度，在通报就业结果的基础上，与二级学院、就业专员一对一开展沟通，分析

就业工作的难点，并督促制定针对性措施，确保就业目标实现。 

2.我校把学生就业创业作为学校重点工作，职业发展与企业合作部牵头分解

年度就业工作目标，并把就业目标列入各分院年度绩效合同并作为年终重要考核

指标，完善就业帮扶工作考核机制，考核结果作为年终奖励的重要参考依据。 

3.在做好经济困难毕业生和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精准帮扶方面，我校组织召

开相关部门领导及就业专员工作任务布置会、座谈会、经验分享会,并组织就业相

关老师到兄弟院校学习就业先进经验和方法，要求各部门、二级学院落实到人，

建立帮扶工作责任机制。 

（二）完善机构，优化人员配置 

1.我校在校长办公会下新成立合作发展委员会，统筹研究及审议就业、产学

合作、企业服务、创新创业方面的重大事项。同时对原招生就业处组织机构及职

能进行优化，在 3 月份成立了职业发展与企业合作部，负责就业事务、产学发展、

创业项目孵化与管理等，拉通产学、实习、就业等方面共享资源，为学生提供就

业创业方面的专业化优质服务。 

2.按照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我校完善《西安欧亚学院 2019 届家庭经济

困难和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精准帮扶方案》，成立了以党委书记、校长为组长，

就业、教务、学生发展、财务、党办、二级学院相关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精

准帮扶领导小组，各二级学院成立了由党总支书记、院长任组长，成员由副院长、

院长助理、就业专员等组成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落实“三类”毕业生



精准帮扶工作。 

3.按照新的就业事务组织架构，我校研究构建了校院两级就业工作专员的能

力素质模型，按照模型要求匹配相应的人员。能力素质模型偏重于就业研究、工

作标准、流程体系建设、数据挖掘分析以及公共关系维护等。各二级学院就业专

员的能力素质模型偏重于既懂教学又熟悉企业、了解企业人力资源工作、具备营

销能力等。 

（三）构建体系，实施分类指导与服务 

1.我校创新学生职业成长指导与服务管理模式，构建了“一纵三横”式学生

职业发展体系，该体系具有贯穿学生求学全过程，且延伸至学生毕业后，分类指

导与服务等特点。具体包含学生职业探索期、职业准备期、学职转换期三个阶段：

在职业探索期，注重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澄清，在参与“大职涯辅导”过程中，制

定职业规划、匹配上述规划的学习和实习计划。在职业准备期，我校根据学生的

职业选择，设计了多元且具针对性的学习及活动，如学生选择就业的，我校根据

学生职业测评数据，生成针对性的课程地图和项目学习、实习计划，满足学生学

习及成长需求；如学生选择考研或出境工作学习的，我校与内外部优质单位合作，

通过工作坊等形式，为学生提供专业的考研辅导、出境工作或学习培训及指导。

在学职转换期，我校通过举办“学职转换工作坊”、“求职训练营”等活动，重点

关注学生目标职场所需的职业能力培养和提升；通过构建就业云大数据平台，实

现学生与用人单位的精准匹配，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 

2.精准识别，优化服务。职业发展与企业合作部完善帮扶工作台账，精准掌

握全院建档立卡家庭毕业生、深度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和少数民族毕业

生的底数，对帮扶对象建立“一对一”帮扶卡，详细记录帮扶对象的基本情况和

帮扶措施，及时掌握就业情况并做好就业跟踪服务。各二级学院根据毕业生，特

别是帮扶毕业生的不同情况、不同特点，先后组织“求职训练营”活动等，开展

专题指导工作，有针对性的为毕业生提供生涯规划、职场形象、就业技巧、职业

素质拓展等方面的指导，助力他们了解自己、探究职场、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

业期望、提升就业能力和整体素质。同时，积极开展多种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毕

业生制定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辅导，帮助他们取得相应

的职业资格证书，提升就业能力。 



3.拓展渠道，有效供给。我校根据各类各层次毕业生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

校园招聘的作用，职业发展与企业合作部、各二级学院举办“小型化、多样化、

专业化”系列招聘活动，实行“综合性”+“行业性”多场次不同规模的招聘活

动，举行招聘会大型综合类 2 场、中型行业性 8-10 场、企业宣讲及专场 100 场

以上，为困难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比大于 1：5。各二级学院通过开展校企合作项

目，拓展优质就业岗位，将困难毕业生和少数民族毕业生作为优先和重点推荐对

象；大力宣传大学生参军入伍的各项优惠政策，并积极鼓励和引导毕业生投身国

防、投身基层。 

职业发展与企业合作部、各二级学院还充分利毕业生管理系统、就业网站、

就业公众号、微信群等网络工具，有针对性的为毕业生提供招聘信息推送。其次，

我校通过校友资源、企业信息库等多种方式拓展就业渠道，通过组织专场招聘、

优先推荐、个别推荐等措施，积极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 

（四）强化就业追踪反馈 

我校继续与高校市场调研机构麦可思公司合作，通过数据调研量化分析毕业

生就业状况，结合社会评价，反馈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

毕业生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今年，我校职业发展与企业合作部开始与校大数据

研究所、外部专业公司合作，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与方法，系统研究和积累行业、

企业、学生信息数据，为学校教学、学生工作及学生就业改进提供参考，进一步

深化了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的联动机制。 

（五）经费支持，保障有力。各部门、二级学院大力宣传关于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帮扶政策，严格按照政策落实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各项帮扶。保证建

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能够切实享受各类费用减免、就业创业补贴、生活补

助等政策；各类勤工助学岗位，优先录用家庭贫困学生；同等条件下，建档立卡

家庭困难学生优先享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