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工程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决策部署，学校制订《黑龙江

工程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确保 2022

届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教育部、黑龙

江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要求，

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按照“坚持一条主线、构建四级联动机

制、确立三方包保责任制、实施五项工程”的“一四三五”

就业工作体系，推动就业创业工作提质增效，确保 2022 届

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二、工作目标

——加强内涵建设，完善就业工作良性运行机制；

——开拓就业市场，搭建广阔的毕业生就业平台；

——实施精准帮扶，加大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力度；

——提升服务质量，建设更高水平服务指导团队；

——推进双创教育，促进毕业生以创业带动就业。

确保我校 2022 届毕业生就业局势保持稳定，实现毕业

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三、主要内容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责任体系

1.落实“一把手”工程，强化领导责任。落实就业创业



工作“一把手”工程，把毕业生就业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列

入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确保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就业工作

部署落到实处。构建“党委领导、部门统筹、学院负责、全

员参与”四级联动机制，确立“学校领导包学院、学院领导

包专业、教师包学生”三方包保责任制，充分调动学校和社

会力量，齐抓共促、形成合力，平稳有序推进毕业生就业工

作。

2.发挥职能部门统筹协调作用。学生工作部等相关职能

部门要发挥在就业创业工作中的统筹协调职能，科学合理规

划市场开发、就业指导、核查评估、跟踪反馈、信息化管理

等工作内容，服务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服务学院就业创业工

作，加强过程管理，保证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际效果。

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就业工

作，既要有效防范疫情风险，也要确保各项促就业工作有序

推进。

3.落实二级学院就业主体责任。二级学院要切实承担起

就业工作的主体责任，做好就业工作的组织实施，把学校就

业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完善学院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

把就业工作纳入领导班子考核指标；构建全员参与的就业工

作机制，学院领导包专业、教师包学生，建立就业工作台账、

一对一帮扶指导；发挥学院和校友优势，广开就业渠道，建

立就业实习实训基地；组织开展具有学院特色的就业指导活

动，多方面协同促进毕业生早就业尽就业。



4.加强就业创业工作队伍建设。落实教育部就业机构、

人员、场地、经费“四到位”要求，配齐配强学校专职就业

工作人员，鼓励各学院专门设立就业辅导员。加强就业创业

指导队伍专业化建设，定期开展业务培训交流，着力提升就

业工作队伍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职业指导能力。充分发挥专业

教师的作用和优势，让更多的专业课教师承担起对学生就业

创业指导的责任。

（二）实施就业工作内涵提升工程

1.完善就业统计核查体系。落实毕业生就业进展统计报

送机制，按要求汇总、通报就业进展情况，实施“月通报”、

“周通报”和“周销账”制度。严格落实就业工作“四不准”

要求，健全就业统计工作责任制，开展校院两级毕业生就业

统计核查，加大就业核查力度，推进就业数据统计核查工作

的规范化管理。

2.强化就业跟踪机制。形成毕业生跟踪制度，完善电子

跟踪档案，了解毕业生从业几年后的职业发展状况、职业生

涯业绩、职业满意度、二次择业等内容，检验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及毕业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3.健全就业反馈机制。持续开展多层次、多维度毕业生

就业状况跟踪调研，从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两方面反映我校

人才培养情况，为学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优化学科专业设

置提供参考依据，形成“招生-培养-就业”三方联动良性运

行体系。



4.强化就业质量报告制度。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

系统中的数据为依据，制定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准确

客观全面反映上年度毕业生就业状况、就业工作进展、就业

与招生和人才培养的反馈联动等情况。报告呈学校校长办公

会、党委会审议通过后，按信息公开有关要求公开发布，做

到就业创业工作有据可依，有数可查。

（三）实施就业开源拓岗工程

1.重视走访广开就业市场。在疫情防控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展开就业市场回访及开拓，科学规划、形成方案。聚焦“十

四五”时期的重点任务、重大举措，开辟重点地区、重大工

程、重大项目、重要领域的就业市场，拓展就业市场建设的

广度和深度。省外市场要重点巩固和开拓近三年我校毕业生

就业重点区域、近三年接收我校毕业生比较集中的用人单

位，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较高的用人单位，重视经济发达地区

县域市场开发。省内市场要加强地市、县域经济调研，掌握、

发布地市企业招聘信息、引才优惠政策等，邀请省内各地市

重点企业召开专场招聘会，搭建毕业生与省内单位的供需平

台。

2.加强校园招聘市场建设。要进一步发挥校园招聘主渠

道作用，切实加强校园招聘市场建设，建立完善就业资源开

发机制，充分发挥专职就业工作队伍和党政干部、专业教师、

校友等各方面积极性，千方百计拓展岗位信息来源。通过组

团、联盟等方式开拓就业岗位，推动校内校外就业资源共享。



要以实施就业育人项目为抓手，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

作，推进就业和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通过校企间合作培养、

毕业后定向就业，形成长期稳定的就业市场。

3.促进网络招聘市场建设。充分依托教育部“24365 校

园网络招聘服务”平台、黑龙江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学校“慧就业平台”，引入优质地域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

业协会、大型国企等，建设维护好学校用人单位需求库、毕

业生求职意向库等，及时发布学校毕业生专业设置和生源信

息，实现就业信息联通共享，大力推进校园网络招聘市场建

设。积极开展网络招聘服务，鼓励用人单位通过线上宣讲、

远程面试、网上签约开展校园招聘，促进线上线下招聘相结

合，提高签约成功率。

4.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要做好“特岗计划”、“三

支一扶”、“西部计划”、“选调生”等基层就业项目的宣传工

作，通过制作政策性就业项目指南、服务号推送等方式，大

力宣传基层就业优惠政策，引导更多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乡村振兴一线就业创业，

建功十四五。要落实“两征两退”改革要求，配合兵役机关

制定学校征兵工作方案，加强征兵工作站建设，办好征兵宣

传教育进校园等活动，畅通入伍绿色通道，提高毕业生入伍

数量。



5.鼓励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要为中小企业进校招聘提

供便利，加大对中小企业招聘信息的宣传力度，组织毕业生

积极参加“全国中小企业人才供需对接大会”、“全国中小企

业网上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全国民营企业招聘月”等活

动。要重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中的就业机会，鼓励毕业生

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多个领域灵活就业，引导毕业生树

立“先就业后择业”的求职理念。

（四）实施就业精准帮扶工程

1.完善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机制。要建立完善就业困难毕

业生群体帮扶工作台账，准确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少数民族、

身体残疾等毕业生重点群体的择业意向和就业状态，按照

“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的形式，实行“经济上扶持，信

息上首推，心理上疏导”的三位一体重点帮扶措施，实现重

点群体早就业尽就业。要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跟踪帮扶工

作，与人社部门做好对接，通过“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

名制就业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帮扶台账，逐一了解未就

业毕业生需求，持续推送招聘信息、开展职业能力培训、提

供精准就业指导，帮助他们顺利实现就业创业。

2.提升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能力。依托教育部“宏志助航

计划”和“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面向有就业

意愿的重点毕业生群体开展线上线下就业能力培训，同时举

办具有针对性的就业讲座和就业指导活动，从根源上着手，

帮助他们提高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增强求职底气、提升求



职竞争力。

3.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就业价值观。不能用“一把尺子”

衡量学生的就业需求，要结合学生的不同生活背景、个性特

点和就业目标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对于一些期望值较高而选

择“慢就业”的学生，要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接触行业、接

触社会的机会，帮助他们更好认识自我，不让“慢就业”变

成漫无目的。对于一些因为家境殷实、不用为生计担忧从而

“懒就业”甚至“不就业”的学生，要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时不时地进行鞭策，点对点地沟通引导，引导更多学生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更广的空间跨度去考虑人生价值，树立

不是找一个饭碗，而是找一份事业的信念。

（五）实施就业服务升级工程

1.持续举办系列招聘会，精准匹配就业信息。每月举办

一次网络大型招聘会，视疫情防控情况召开线下大型招聘

会，随时举办企业专场及地市中型招聘会，鼓励二级学院结

合专业特点和行业优势召开小而精的专场招聘会，联合其他

高校共同举办区域性、行业性、联盟性招聘活动。对就业信

息进行加工筛查，做到精准分类、保质保量的推送、实现岗

位信息与求职信息“无缝对接”，精准到人、精准到岗。

2.开展就业创业指导活动，提升指导课程质量。制定《黑

龙江工程学院第十一届就业创业系列活动实施方案》，系统

开展就业创业讲座、职场训练营、简历制作大赛、模拟面试

大赛等活动；通过“达职大学生求职强化系统”开展线上就



业训练，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指导体系。整合职业生涯规

划、创业教育、就业指导三大课程版块，完善和改进课程建

设规划，规范课堂教学管理，改进课堂教学手段，采取集体

备课，积极参加教学比赛等方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要把

就业教育、就业引导全面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开

展多种形式就业育人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建立就业创业教育

基地，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就业观和择业观。

3.提高信息化服务标准，提升就业服务体验感。要广泛

运用“互联网+”就业新模式，充分借力教育部“24365 智慧

就业平台”，优化升级校园招聘服务，为毕业生提供丰富多

彩的就业指导课程、就业政策解读和优质招聘信息，帮助学

生拓展视野，提升内涵。要利用就业微信公众号、就业 QQ

群、微信群等现代传播手段，建立高效畅通的就业信息传播

渠道。同时还要充分依托省教育厅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平

台，为毕业生提供线上简历制作、签约解约、就业改签、报

到证遗失补办等业务，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22 届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推进保驾护航。

（六）实施双创教育助力工程

1.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专业化多元化发展。要深化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方

法等方面下功夫，促进专业就业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全方位、深层次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通

过“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科技园开展的“组合式创业教育实践”等创新创

业教育系列活动，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及创业能力。

2.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精准高效服务。要依托“黑龙江

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的“创业服务功能模块”为学

生提供创新创业相关政策发布、解读、项目对接等服务。邀

请双创导师深入课堂进行政策解读、经验分享和实践指导，

教育引导创业学生用好工商登记、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拓

宽创业融资渠道，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有效精准服务，支持

大学生返乡创业、到城乡基层创业就业。

3.利用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学生就业创业。要将科技成果

转化工作与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有机衔接，充分发挥好大

学科技园、创业园、创客空间等专业化孵化服务，积极组织

学生参与项目成果落地实践，促进创新创业成果产业化，切

实发挥大学生创新创业带动就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