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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
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
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实现更高
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这是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个很明确
的工作部署和工作要求。

引导与鼓励毕业生到基层
就业，既是党和国家在新形势
下对高校就业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也是高校就业工作面临的
新机遇，更是国家赋予高校的
使命和责任。

而作为新时期推动学校均
衡就业和多元就业的一项重要
举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直
倡导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为
建设伟大祖国贡献力量，鼓励
西农子继承“诚朴勇毅”校训和

“杨凌精神”，以青年学子应该
有担当意识和大我意识，自觉
承担起应承担的使命，以服务
国家为己任，到祖国的中西部
和基层大地施展才华、建功立
业。这不仅是学校就业工作的
一个重要部分，更是人才培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该学校 2017 届毕

业生在西部12省区就业人数达
到 2351 人，占就业毕业生总数
的 48.94%，到县以下基层单位
就业毕业生人数为285人，到新
疆、西藏就业学生人数为 122
人。

他们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助力扶贫攻坚及乡村振兴
做了大量务实的工作，不仅得
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高度赞扬
和认可，还涌现出一大批先进
典型。在开展2018届毕业生就
业工作过程中，学校邀约了 28
个省市区走进校园，带着基层
需求岗位招录优秀毕业生，其
中，宁夏自治区就选聘了定向
选调生 34 名。“西部计划”等基
层就业项目也正在抓紧推动落
实当中。

在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工
作过程中，学校逐渐形成了“思
政引领-教育激励-跟踪服务”
三位一体的大学生基层就业工
作体系：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唱响
基层就业主旋律。以学习宣传
和贯彻落实全国思政工作会议

为主线，结合学校实际，引导广
大学生学习“三秦楷模”王辉教
授 43 年始终坚守基层一线、持
之以恒严谨治学的精神，学习
康振生、邵明安两位新晋院士
的精神和事迹为新动力，广泛
开展支教、志愿者服务、见习实
习等活动，利用话剧、文献、展
馆等形式，讲好西农故事。教
育和动员大学生践行“经国本、
解民生、尚科学”的办学理念，
唱响到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主旋
律，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奉献在
基层、成长在基层。

统筹制度设计，吹响促进
大学生基层就业号角。制定并
实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
引导和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和
西部地区就业创业的意见》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一步引
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和西部
地区就业创业的实施办法》，形
成了学校全局性的制度设计。
就业指导中心设立科级建制的
基层就业部，进一步推动和强
化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工作的

力度和效度。
专题活动推进，以政策宣

讲和榜样引领做好宣传发动。
每年开展“举办一场基层就业
工作论坛”“召开一次主题班
会”“举办一场专题座谈会”“进
行一次新媒体平台宣传”“张贴
悬挂一张专项宣传海报”等促
进基层就业的“五个一工程”活
动，将国家和地方基层就业和
大学生应征入伍政策宣传到每
个学生。引导和鼓励大学生走
向基层，走向改革发展的主战
场，走向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施
展才华，实现梦想。

相关部门联动，协力助推
大学生实现基层就业愿望。大
学生基层就业工作由校党委统
一领导、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统筹协调开展，在教务处、
研究生院、组织部、财务处、学
生处、校团委、就业指导中心、
各学院（系、所）间形成有效的
工作联动，发挥全校“七育人”
功能，形成推动大学生基层就
业工作的“同心圆”，助推大学
生实现基层就业愿望。

持续服务延伸，用关爱服
务基层就业学生成长。加强
与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互动
交流，畅通联络沟通渠道，了
解基层就业新举措，掌握基层
就业学生发展动向，形成政府
与学校推进基层就业学生成
长的合力；发挥学校“陕西省
农村干部培训基地”的资源优
势，服务于基层就业学生岗位
胜任力提升，搭建起有效的资
源 对 接 平 台 ；凸 显 人 性 化 关
爱，学校领导以不同形式看望
基层就业学生，送去鼓励与关
爱。

如今，学校已与众多省区
地方搭建了人才输送通道，下
一步，将充分利用好校地合作
平台的承载推动作用、深化社
会实践平台的育人促进作用、
发挥网络思政平台的宣传引领
作用、发掘校友网络平台的支
撑助力作用，引导更多优秀的
西农学子走入基层，播撒汗水、
奉献青春，在基层的岗位上不
断成长成才，为基层事业发展
做出贡献。

唱响基层就业主旋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精准服务毕业生就业

□ 陈长友

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有
820多万人，再创历史新高。眼
下正是大学生求职高峰期。今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如何？
人力资源市场呈现哪些变化？
企业在用人上又有哪些新需
求？大学生当前就业还存在哪
些困难？

供求岗位多选一
从求人倍率来看，多地人力

资源市场普遍大于1，呈供需两
旺形势。相较往年，企业启动校
招更早、岗位数量更多、签约速
度更快。

全国多地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一季度，大学生就业形势普遍

稳定。从求人倍率（岗位需求数
和求职人员数之比）来看，多地
人力资源市场普遍大于1，呈现
供需两旺形势。

作为高校毕业生生源大省，
河南省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在
50万左右。据河南省人才交流
中 心 副 主 任 卢 宇 表 示 ，截 至
2018年3月底，通过对河南省人
才交流中心等23个信息采集点
的数据采集统计情况来看，全省
人才服务机构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各类就业岗位20.42万个，进
场求职的高校毕业生人数12.64
万人次，求人倍率为 1.61，达成
意向率40.1%，同比增加2.78%。

人力资源市场供需两旺的
形势不仅反映在数据上。不少
高校招生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校
园招聘呈现出来的一个巨大变
化，就是很多企业启动招聘更
早、岗位数量更多、签约速度也
比往年更快。

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万一表示，近两年，就
业市场呈现的一大特点就是招
聘时间普遍前置。“很多企业今
年3月份过来时，发现竟然招不
到学生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清华大学已举办500多场
招聘会，3000 多家企业前来招
聘，目前 2018 届清华大学毕业

生已基本实现就业，总体形势保
持平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就
业处副处长刘睿也对这一趋势
的判断表示赞同，“往年企业启
动校园招聘都在10月份到11月
份左右，但 2018 届高校毕业生
招聘工作从去年 9 月份就已启
动。仅去年9月份，学校就召开
了200多场招聘会”。

择业成为新难题
学生求职过程中会更加注

重个人成长空间和未来发展前
景，生存需求逐渐淡化，求职目
标也更加多样化。

从数据看，市场上企业提供

的岗位已经足够多，但是不少大
学生依然面临择业烦恼。

在招聘会现场，身着正装的
周源走走转转，仔细阅读着用人
单位的招聘海报。作为一名中
文系硕士应届毕业生，周源手里
已经有了好几份录取通知书，她
仍然显得有点焦虑。还有 2 个
多月就要毕业了，是回老家沈阳
还是留在北京，她坦言还没有想
好。回到老家离父母更近一些，
在大城市里发展机会更多，究竟
如何取舍，她迟迟做不出决定。

持周源这样择业心态的大
学生并不在少数。刘睿说，“学
生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到工
作后不知道怎么选。‘担心做出
错误的选择’从2015年的第三位
上升到2017年的第一位，意味着
学生求职过程中会更多考虑如
何与自己的规划联系起来。”

卢宇表示，目前，作为应届
毕业生主力军的“95后”开始大
量进入人力资源市场。这批伴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而成长起
来的新一代年轻人，走在了互联
网潮流的前沿，思想活跃、视野
宽广、开放自信，正在为市场注
入创新发展的新活力，就业观念
也在不断变化。一个明显的特
征是，自我实现需求日益明显，
生存需求逐渐淡化，其所持的就
业观更具时代特征，求职目标也
因此更加多样化。

“在求职择业的过程中，‘95
后’更加注重个人成长空间和未
来发展前景，对于薪酬福利方面
的关注度则有所下降。”卢宇称，
从这个角度来看，“95 后”在步
入职场之初、面临职业选择的时
候相当务实，且具有一定的前瞻
性长远目光。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择业难成新烦恼
□ 韩秉志

5月10日，以医护专业为主的陕西省高教系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举行“5·12护士节”表彰奖励与教育成果展示活动。百余名学生现
场进行了血糖检测、心肺复苏等项目的专业技能展示。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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