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办法 

 

为促进我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切实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校院两级“一把手”

工程。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要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

要亲自抓就业，经常抓就业，并努力使本院的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对毕业生的需要，建立各专业就业率与招生、学科建设挂钩制度。 

第二条  着力构建全局性、贯通性的“大就业”格局，进一步促进招生、教学、学科专

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素质拓展等各项工作与就业工作的有效贯

通和衔接。 

第三条  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环节，逐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要主动适应国家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实施质量工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形势需要，不断改

革人才培养模式，在加强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教育的同时，强化学生实习实训，提高学生的

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毕业生就业的本领与技能，切实构建专业对接、实习见习和

实训等的基地式就业模式，努力促进毕业生到较高层次的岗位上就业。 

第四条  加强创业培训定点机构建设、创业教育培训和创业模拟实训，逐步实现以创

业带动就业的目标，推进毕业生自主创业，切实开展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创建工作。 

第五条  进一步加大就业市场开拓和就业基地建设的力度，努力促进毕业生到中小企

业和微型企业就业，到基层单位就业，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努力稳定皖北就业市场，积极开

拓皖中、皖南和省外就业市场，并切实加大专业性就业市场建设力度，把实习基地建设与就

业基地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和建立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结合的管

理体制。同时，积极开拓毕业生基层就业渠道，鼓励更多毕业生到基层就业。要充分借助就

业中介机构的力量，开拓就业门路。要加强与就业市场的互动，及时掌握用人单位对员工的

素质要求以及对我校毕业生的反馈信息，帮助在校学生准确把握职业定位。 

第六条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就业的体制机制，逐步实现就业工作重心下移，构建更加

科学的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体系。 

第七条  切实加强就业前置、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工作。要从低年级开始起就抓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创业教育和培训以及就业指导工作，并坚持四年不断线，循序渐进地开展就

业工作。要通过培训，着力培养一支专兼职结合的就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创业教育



 

 

培训队伍，同时积极借助校外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的培训资源，特别要重视网络培训资源

的开发利用。要利用就业信息一体化服务平台，加强就业服务，切实发挥网络信息资源在就

业中的功能。要进一步做好“双困”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工作。把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指导纳入

公共必修课程，在第 6学期开设，共计 18 个学时，不断提高就业和创业指导课程教学质量。 

第八条  要在稳步促进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同时，切实抓好师范类专业毕业生

的就业工作。做好当年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鼓励学生考取各类职业资

格证书。 

第九条  学校毕业生就业专项经费向各学院划拨，用于就业指导、就业招聘、就业市

场考察、就业基地建设等。学校每年给各学院就业经费：5000 元基数+毕业生总人数×40

元。 

第十条  强化毕业生就业工作全员化意识，鼓励全校师生利用各种机会和载体帮助大

学生成功就业。高度重视发挥校友在促进毕业生就业中的作用。 

第十一条  学校每两年开展一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由校行政

发文表彰，并颁发奖牌、证书和奖金。 

第十二条   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