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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

主战场，我区所属 7 所高校 2020 届毕业生

共计 10637人。

“随着毕业生即将离校，做好离校未

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推荐服务工作显得尤

为重要。我区公职岗位招录结束后，毕业

生在选择企业就业方面就会更加有定力

和决心，希望公招考录、就业援藏以及乡

村幼教、科技特派员等招录工作能够

继续加速，为毕业生尽早就业、市场

就业提供最佳的时机。”自治区教育

厅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赵彦钟表示。

“截至6月19日10时，教育部就

业平台录入的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生的就业率90.28%。今年我们毕业

生面临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了。”西藏

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庄世宏说，该校以转

变就业观念为突破口，主动联系8家中央企

业落实毕业生就业岗位，积极推动区外就

业，组织开展线上就业、创业指导系列讲座、

网上招聘会，不断创新就业服务机制。

不仅是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我区各高校

都积极行动，应对疫情影响下的就业难题。

在 2020 年百日千万专项行动西藏高

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西藏大学工商管

理专业毕业生卓嘎正在填写企业的报名

登记表，她说：“学校及政府部门都在积极

引导促进我们就业，相比而言，现场招聘

会比学校招聘会选择更为丰富。希望自

己尽快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西藏大学搭建平台广泛收集推送招

聘岗位信息，推出“藏大战‘疫’·西藏大学

就业‘24365’专项服务”，挖掘区内外用人

单位需求，为毕业生提供更多、更优质就

业岗位信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就业一

体化平台，积极组织 2020 年毕业生春季

网络招聘会；建成学校空中专场招聘会平

台、网络双选会平台和远程面试系统，筹

办 2020 年春季空中专场招聘会，承办中

海油旗下 8 家下属单位援藏组团式招聘，

为企业和学生搭建求职沟通桥梁。

西藏民族大学全面落实毕业生就业工

作“一把手工程”，精心打造“云就业、云招

聘、云服务”矩阵，全面摸排毕业生就业情

况、了解学生就业困难。全面开展“一对

一、一对多”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准确掌

握毕业生信息，有针对性地提高毕业生的

求职技巧和就业能力。

毕业季里，如何拥抱未来—

稳 就 业稳 就 业 ，，幸 福 攻 坚 战幸 福 攻 坚 战
本报记者 孙文娟 李梅英

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基地——西藏城发莲华之宝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记者看到正手握画笔在瓷器上绘制莲花图案的曲加，他是西藏职

业技术学院 2018届艺术设计班的毕业生。

曲加说：“毕业后，我和公司签约了，现在已工作一年多，有一份稳定的

收入，自己绘制的产品卖出去后，还会有提成。”

这是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推进校企合作的一个例子，也是我区高校毕业

生积极推进市场就业的一个缩影。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关系千万家庭幸福，关系财富创造、高质量发

展。

自治区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就业工作，以更大力度实施好积极的

就业政策，锁定重点群体，瞄准关键环节，高位推动，持续发力，特别是在今

年受疫情影响的背景下，我区深入落实稳就业各项决策部署，自治区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多次作出指示批示，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迅速响应，以强

有力的政策措施稳就业、保民生，全区就业形势持续保持稳定。

我区 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 28102人。就业总量压

力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力资源供给面临“质”和“量”的双

瓶颈制约，“招人难”和“求职难”并存……这些高校毕业

生就业难题依然存在。

“为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我区压实各方责任，

密集出台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从支持企业就

业、鼓励基层就业、扶持自主创业、促进区外就业等方面

全方位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形成一整套含金量

高、操作性强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体系，实

现激励性政策与约束性政策同向发力，宏观经济政策与

就业政策同向发力。”自治区人社厅副厅长达娃次仁

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出台《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西藏高校毕业生稳就

业若干举措的实施意见》《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公职

岗位招录（招聘）实施办法（试行）》等，为促进我区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提供政策支持。

特别是今年，在战疫情、稳就业特殊时期，我区再

次研究出台《西藏自治区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充实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政策体系。同时，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统筹谋划，制

定《西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规划》，建立完善部门

衔接、资源共享、通力协作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长效

机制，明确基本方向和目标举措。

至此，我区连续 5 年充实完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举措，形成较为完备的政策保障体系，构建高校毕业生

多元化就业格局。

我区实行责任包干、结对帮扶，近 1.79 万名各级干

部与应届高校毕业生结成就业帮扶对子，点对点开展就

业服务，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自治区组派督导组分

赴地市和有关县区，实地督促“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帮

扶责任落实。目前，对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均明确了

帮扶责任。

在各项就业政策的优势利导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政

策体系趋于完备。我区人社、财政等部门对自治区及相

关部门出台的 25 个政策文件进行全面梳理，初步形成

《西藏自治区就业资金使用细则》，对高校毕业生市场就

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创业补贴、求职补贴、吸纳就业

奖励等一系列的政策进行系统归集和充实完善。

为适应当前疫情发展需要，我区大力

推进网络招聘服务，改造升级招聘平台功

能，人社厅、工商联、共青团等部门抓住高校

毕业生离校前后的关键节点，坚持内挖潜

力、外拓渠道，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西藏公共就业招聘网实现岗位信息

全区共享，开设高校毕业生优质岗位招聘

专区，截至记者发稿前，高校毕业生注册

达到 2.01 万人、投递简历 13.2 万份，浏览

次数 433.24万人次。

自治区工商联主动作为，积极组织收

集民营企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

涵盖行政、财会、法学、人力资源、文秘、工

商管理等，为我区广大高校毕业生提供更

多就业选择。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推行“互

联网+”就业服务模式，开展岗位征集、

信息发布、网络招聘会、就业指导、政

策宣讲等线上服务。

同时，我区相关部门加强高校毕

业生就业岗位收集，累计收集 6.3 万个

岗位，积极收集工程建设领域、旅游产

业领域等岗位，深挖基层就业岗位。

我区全面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信息化水平，依托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实

现区、市地、县（区）、乡镇（街道）四级直联

互通，实时调度，并于 4 月 1 日正式启用高

校毕业生市场就业补贴系统。

近年来，我区坚持统筹区内和区外

“两个市场”“两个资源”，全面促进高校毕

业生面向市场、面向区外、面向基层，多渠

道就业。

各市（地）加强与援藏省市的沟通衔

接，协调落实区外就业岗位，并组建工作

专班，分赴对口援藏省市、企业开展专项

对接和就业回访。

湖北省建立就业援藏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重点解决在推进西藏籍少数民族高

校毕业生和非西藏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

双向流动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助

力各民族交往交融交流。

辽宁省印发《鼓励吸纳西藏籍高校毕

业生在辽宁就业创业八条措施》，将辽宁

省行政区域内高校毕业 3 年内离校未就

业的西藏籍毕业生，纳入辽宁省高校毕业

生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范围，按规定

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中信集团专门面向西藏发布 148 个

岗位需求，大力支持西藏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工作、全心助力雪域高原的经济社会发

展。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经济发展的

“晴雨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今

年以来，我区持续采取有力举措稳就

业、包就业。特别是当前，2020 届高校

毕业生求职已进入冲刺阶段，面对严峻

复杂的就业新形势，各地各部门也在开

拓渠道、就业服务、加强指导等方面全力

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

又到一年毕业季，它充斥着离别的味道，流露着伤

感的情绪。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大环境影响，今年就业

形势愈加复杂严峻。今年的线下招聘会比往年要迟来

很久。

在小型精品招聘会上，记者见到了山东科技大学的

毕业生次仁，他正在向应聘企业了解相关的社保缴纳、

工资待遇等情况。

当了解到该公司专业对口，但人员流动性较大时，

次仁有些犹豫了。记者上前攀谈了几句，他说，我没有

打算参加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也不想过那种一眼看

到头的日子。

连续几年在跑就业口的记者，略有诧异，但也有些

惊喜：“看来学生们的观念有些转变了，不再守着‘铁饭

碗’了。”

这家企业招聘人员说，这是今年的第一次线下招聘

活动，比线上的招聘要更有感觉，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应

聘者的气质、谈吐等。

在通过与人社部门、企业沟通后，记者了解到，当前

我区的高校毕业生中普遍存在着通用型人才多、专业型

人才少，一般性人才多、高层次人才少，学历型人才多、

创新型技能型人才少的现象。但是企业的需求又是专

业型、创新型、实干型的人才。这就存在着一定的供需

矛盾。专业型强、实际操作能力强的毕业生非常抢手，

甚至在招聘会上很少见到。

同事拉加的女儿是今年西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

专业的毕业生，从和他们的交流中，记者了解到，他们正

在备战今年的公招考试。

记者打趣地问，怎么不让她去区外就业呢？

“女孩子，不放心出去。想让她留在身边。”

“一定要参加公务员考试吗？”

“也不是，让她试一下。如果去企业就业，我们也支

持。”

……

简单攀谈的几句话中，记者看到了现在家长们的就

业观念在逐步转变。

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诸如，我区高校毕业生

尤 其 是 少 数 民 族 高 校 毕 业 生 到 区 外 就 业 的 积 极 性 不

高。公职岗位录用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下降等。

目前，我区通过就业援藏政策，给毕业生们提供了

诸多就业岗位，通过了解，但很多就业援藏岗位的要求

与我区毕业生的学历、专业匹配度不高，通过就业援藏

渠道实现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始终不多。

今年我区就业形势在持续向好的同时，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仍面临着总量多、质量不高等矛盾，并存在旧

的就业观念的制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面对今年更加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要解决好高校

毕业生就业问题，根本还在激活源头活水上。一方面要

激活政府服务之源，需要政府“有形的手”链接搭桥，打

好稳就业的“组合拳”，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另一方面要激活政策扶持之源，落地落实扶持政策，激

发就业主体意识，让就业主体在创新创业创造中迸发奋

斗热情、实现青春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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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西藏藏医药大学招聘会上，毕业生在浏览岗位信

息。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摄

图②：西藏技师学院的学生们在上电工实训课程，为将来

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基础。

图③：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五举办的精品招聘会

上，应聘者与招聘企业咨询“五险一金”等相关事宜。

图④：西藏雪堆白技工学校的学生们在练习木刻技术。

图⑤：招聘展位前，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在填写个人信息。

本报记者 孙文娟 摄

（本版图表由西藏日报社制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