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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职业学院促进 2023 届毕业生
就业工作措施

烟台职业学院始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

业”决策部署，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完善

就业工作体系，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为积极有序的

推进 2023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根据学校实际情况，采取以

下措施：

一、强化引领，完善组织领导体系

一是深入实施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学校成立“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校长任双组长，

分管校长任副组长，招生与就业处负责人及各系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各系相应成立领导小组，校系两级联动，领导、指

导和推进全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各级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定期

召开就业工作会议，专题调度就业工作，为顺利推进毕业生

就业工作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二是强化就业保障。配备专职就业工作人员 23 人，覆

盖各系部，超国家要求标准近 50%；按毕业生人数核拨就业

工作经费，确保经费充足、专款专用；配置 800 多平方米办

公场所用于就业工作开展。

三是落实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与各系签订毕业生就业

工作责任书，将就业工作作为全校年度重点工作及办学质量

考核重点项目，细化指标，挂图作战，每周“红黄蓝”牌标

注督导，将就业工作作为系部综合考评的重点内容，形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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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导亲自抓，职能部门统筹管，各系打造主阵地、全员指

导齐参与”的就业工作体系。

二、开拓资源，完善岗位渠道体系

一是夯实平台稳就业。与园区共建，2023 年学校牵头

成立了全国智能协同机器人产教融合共同体，烟台黄渤海新

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 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

共赢，已建成服务外包、现代物流、海洋工程、等 7 个烟

台市产教融合共同体；与企业共育，联合万华化学、中集

集团等行业领军企业共建万华产业学院、海洋工程产业学

院等，产业学院数量达到了 10 个。目前，联合体、共同体、

产业学院全面对接山东省十强产业及烟台市 16 条重点产

业链，涵盖了 1300 余家企业，为学生高质量就业提供了强

大的平台支持。通过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校外实训基

地建设等途径方式，校企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力

争学生“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以产教融合“高平台”

为毕业生就业提供“硬支撑”。其中，万华产业学院由万华

化学集团投入 1.3 亿元建立实训基地，2020 年以来累计已

有 216 名学生在万华就业；从 2023 年开始，每年为万华产

业学院提供近 300 名的招生计划，供企业挑选与培养。学

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万华工作，第一年平均薪酬即达到 14

万元。

二是广开渠道抓就业。开展“书记校长访百企”、全

员访企拓岗、网络双选会、优质企业专场宣讲等活动。克服

疫情影响，邀请 184 个企业线上招聘，提供岗位 749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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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与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24365”国家大

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互通互联，向毕业生推送“全国中小企业

网上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电子商务行业面向 2023 届

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等活动。2023 年访企拓岗共走访企业

386 家，开拓就业岗位 8000 余个；各系组织开展小而精、专

而优的小型、专场招聘、宣讲活动达上百次。

三是积极做好政策性岗位招录等工作安排。2023 届毕业

生 5 人考取教师编，近两年有 6 人参加“西部计划”，2023

届毕业生专升本考试录取 1952 人。积极开展毕业生应征入

伍动员和政策宣传活动，鼓励毕业生踊跃参军。2023 届毕业

生 131 人入伍，超额完成年度征兵任务。

三、优化服务，完善帮扶支持体系

依托市级就业创业服务工作站，积极开展政策宣传、信

息采集、岗位配置、求职指导等工作。

一是加强政策宣传。在学校网站、公众号推送国家、省、

市就业创业政策；定期邀请人社部门进校，就普惠性就业创

业政策和企业就业、基层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专项

就业创业政策举办政策宣讲会；组织学生进行“企业体验日”

活动 28 场。

二是加强规范管理。建立并实施用人单位资格审查制度

和安全管理制度，切实保护毕业生合法权益；多年来坚持校

系两级就业部门联系方式公开，主动接受师生及社会各界监

督和举报，坚决杜绝毕业生“被就业”现象发生。

三是加强困难帮扶。对就业困难群体毕业生建立帮扶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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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实行“一人一档、一生一策”，实行动态管理。落实发

放困难群体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摸清困难群体毕业生的就

业意向、就业需求，精准提供求职指导与岗位推送。目前我

校在册重点帮扶困难学生 56 人，已就业 53 人。开展“宏志

助航计划—低收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山东省级项目”

培训 907 人。

四、统筹联动，完善就业育人体系

树立“大就业”观，构建“专业教育、校企共育、大赛

促育、双创培育、思政浸育”的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

体系，将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贯穿人才培养、技能训练、社

会实践、素养提升等各环节，形成“全员参与、全面指导、

全程服务”的就业育人工作机制，营造“全校抓就业、全员

促就业”的良好局面。

一是夯实专业教育主阵地。主动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和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战略，积极对接山东省重点产业和烟台

市“9+N”产业集群，确立了以模具设计与制造国家高水平

专业群为引领，以 8 个省级品牌专业群为主体、多个特色专

业为补充的“1+8+N”专业发展格局；紧贴经济发展所需、

企业成长所望，开设专业 54 个，形成了以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为主导方向的 10 大专业体系；加大重点专业和特

色专业群建设力度，并实施动态调整，提升专业建设与区域

经济的融合度、与职业岗位的适应度，以高质量专业建设确

保高素质人才培养，助推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二是做优大赛促育强品牌。实施国赛、省赛、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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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赛“四梯次全覆盖”技能竞赛体系，师生累计获得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奖项 132 项，2022 年以“三金四银”的优异

成绩位列山东省第一。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有效提升

了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实操技能，竞赛获奖选手备受企业的青

睐与认可，受到用人单位的高薪抢聘，技能竞赛成为了促进

高端就业的重要抓手。

三是打造双创培育新引擎。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工

作，设立大学生创业指导中心，将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纳入学

分认证体系，设置创新创业专项资金。联合中科创大组建“烟

台职业学院双创优才班”，成立“先进企业文化教育研究所”，

建设双创教育基地 11 个，开通网络学习平台，受众学生达

16000 余人。配强导师队伍。面向高校、合作企业、科研机

构，组建 93 人的创新创业专家导师库。指导学生参加省级

以上各类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120 余项，今年将承办第七届山

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注重优质项目的培育和

孵化，累计孵化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0 余项，成功孵化“同

学+果园”等 30 个项目，孵化企业年营业额累计突破 1 亿元。

四是构建思政浸育新格局。立德树人，以德为先。引

进建设 6 个国家级、10 个省级劳模工匠工作室；聘请 116 名

国家技能大师作为产业和思政导师，两年来 60 名劳模工匠

进校宣讲，组织师生 9 次到企业现场观摩学习，使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根植于广大学生心中；在全省成立工匠

学院，组建烟台市工匠孵化联盟，建立“校园小工匠、后

备工匠、市级工匠、齐鲁工匠、大国工匠”五级“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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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工匠培育体系，为提升学生爱岗敬业、勤勉奉献、精益求

精的职业素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以上措施，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入选教育部“全国

百所毕业生就业工作布点高校”，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山

东省就业创业工作先进集体” “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对毕业生实施三年就业跟踪服务，

近三年，236 人获得国家有关部门奖励，494 人获得省有关

部门奖励，12 人被授予新长征突击手、五一劳动奖章、技术

能手等称号。涌现出“党的二十大代表”、“双一流”博士、

“中央企业技术能手”、中科院研究所工程师等大批优秀毕

业生，更多的学子活跃在企业一线，成为业务骨干、技术能

手、管理精英，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