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 5：山东工业职业学院科技助力提效率，云上就业见实效（2020

年山东省教育厅疫情防控环境下信息化应用优秀案例）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我们措手不及，也使得高校学生就业

工作发生了诸多变化。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及时

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创新工作服务手段，直面“最难就业季”，按下了“云

端”就业帮扶的开始键，多措并举做好疫情下的毕业生就业工作，与毕业生

共同书写疫情大考的工院答卷。在学院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我院 2020

届毕业生 3600人，总就业率达到 93.14%。

一、多举措，全力保障毕业生就业工作顺利开展

1.领导重视，措施到位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学生就业工作，把毕业生就业工作列入学校工作重

要议事日程，在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全面贯彻落实“一把手工程”，

召开了二次由学校领导班子和有关人员参加的全院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

要求全体就业工作者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放低工作重心，为毕

业生的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做好保障，实施院系两级管理制度，学校和

校企合作与就业科及各二级学院签订了“目标责任制”，调动全体教职工积极

性，全校齐心协力促就业。

2.科技助力，搭建就业信息平台

学院对接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搭建学院就业管理系统，联合

“就选山东”山东高校毕业生求职招聘云平台，借助就业微信公众号“山东工

业职业学院服务号”，向毕业生推送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求职招聘信息。自

2020年 3月起，启动“零接触校招”。



图 1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就业管理系统

图 2 就业微信公众号—山东工业职业学院服务号

3.线上发力，构建就业信息交互体系



建立学校-学院-辅导员三位一体就业工作体系，建立了学校就业联系人

微信群，学生就业服务群，班级就业指导群，分层落实确保将就业政策及

时传递到每一位毕业生；及时了解毕业生就业困难，实施分类帮扶和“一人

一策”动态管理，安排专人一对一为毕业生答疑解惑。

图 3 就业联系人微信群 图 4 学生就业服务群

二、多层次，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1.加强职业指导师队伍建设

学校为每个毕业班配备职业指导师，针对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碰到的

职业规划、求职方法、线上线下面试技巧等问题进行指导；发挥一线辅导

员、班主任的作用，利用微信、QQ等工作做好线上指导工作。

2.线下线上相结合，持续开展就业指导

学校在就业指导上，贯彻全方位、全过程的就业指导理念。首先整合

课程资源，搭建了“一融合二模式三层次四阶段”课程体系。一融合：创新创

业全方位、全要素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二模式：实施“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改革；三层次：面向全体学生、有创新创业意愿的学生和已经

创业的学生，实施分阶段培养；四阶段：构建“双创基础课程+专创融合课



程+双创实践课程+双创拓展课程”螺旋上升、逐层递进的结构化课程体系，

全面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创新创业能力。

图 5 “一融合二模式三层次四阶段”课程体系

自 4月以来，学校更是依托省网毕业生就业创业平台和“就选山东”直播

频道通过就业群及时向学生推送线上就业创业指导课程，广泛动员毕业生

在线观看。毕业生的创新精神、就业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投身创业实践的毕业生显著增加。

图 6 线上就业创业指导课程

3.广泛细致调研，分类全程指导

开展就业调研，利用学校就业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对 2020届毕业生



就业状况展开调研，内容包括学生的就业状态、就业待遇、就业岗位、未

就业原因等。筛选出未就业学生，针对这部分学生，及时了解就业困难，

实施分类帮扶，动态管理，帮助这部分毕业生早就业，就好业。

图 7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表

4.持续不间断做好就业政策宣传

学校通过就业网站、毕业生 QQ 群、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向毕业生

推送山东省“毕业生就业帮扶政策”“毕业生创业政策 ”，配合驻地就业管理

部门及时宣传“淄博市大学生就业政策”（大专生），发动毕业生参加由淄博

市就业服务中心组织的“毕业就业那些事”空中宣讲会，同时通过学校内部协

同将政策推送至广大教职工，增强宣传力度。

5.云端指导，助力“空中就业季”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虽然节省了毕业生的时间成本，但同时也产生

了新的问题：以前从来没有在电脑前面试过，“空中面试”如何来应对？学校

借助“互联网+”平台，发动就业联系人、职业导师、班主任来助力，重点围

绕就业政策、求职简历、笔面试技巧等方面进行针对性指导；通过“山东工



业职业学院服务号”微信平台，加大力度向毕业生推送信息，帮助毕业生分

析就业形势、提升线上应聘能力、纾解心理焦虑情绪，共同积极应对求职

挑战。

三、拓思路，想办法，云上就业见实效

1.主动出击积极探索，促进学生优质就业

为了更准确地服务学生，一方面学校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详细了

解学生的就业意愿，并且让学生分专业以班级为单位提供中意的企业名单，

由我们主动联系企业，将这些企业引进学校；另一方面，根据近五年来网

签的结果，结合学生反馈情况，对学生认同度高、网签率高的企业，我们

积极联系，主动邀请。通过上述举措，学生对来校招聘的企业的满意度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也保证了毕业生优质高效就业。齐鲁制药、威高集

团、万华化学就是我院通过以上方式邀请来校招聘的典型案例,2020届毕业

生有 60余名学生去齐鲁制药参加顶岗实习,现有 21名学生与齐鲁制药网签

就业。

2.网络宣讲、云端招聘见实效

疫情期间，学校精准施策，做到战“疫”不松懈，就业不停歇，强化“稳

就业”举措全力确保 2020届毕业生就业工作顺利开展。3月下旬，启动“零

接触校招”；5月中旬，组织了第一场“不一样的云”——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2020年抖音直播宣讲会，邀请了日照钢铁、魏桥集团、青岛特钢、齐鲁制

药等 16家企业通过学校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宣讲，吸引了 2000余人次观

看；5月下旬，组织了山东工业职业学院网络双选会，239家单位参会，提

供岗位 10317个，18000多人次线上参加双选会，共有 2000余名学生与企

业达成实习就业意向。



图 8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2020年抖音直播宣讲会

图 9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网络双选会

3.校地联合，线下招聘有序开展

防疫形式缓和后，学校积极对接淄博市高新区人社局和淄博市桓台县，

由地方人社部门筛选联系优质企业，校地联合，优选 40家企业于 7月 2日

在山东工业职业学院举行了淄博市高新区人社局校园人才专场招聘会和桓

台县“2020年高校人才直通车”专场招聘会，共提供岗位近 4000个。



图 10 2020年高校人才直通车（桓台县）

学校联系青岛钢铁、鲁南制药、日照钢铁、中天建设、网掌柜等 29家

优质大型校企合作企业于 7月 3日召开了 2020年夏季校园双会，提供岗位

近 3000个，涵盖冶金、电气、建筑、计算机等行业，双选会受到了用人单

位和大学生求职者的广泛欢迎。

图 11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2020年夏季招聘会

5.精准帮扶，就业服务不断线

根据学生就业状况，学校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贫困县生源、未就业

学生等重点群体毕业生进行了再次摸底，建立了“一生一卡”台帐和“一对一



帮扶”机制，以二级学院为单位建立就业帮扶群，指派专职人员一对一对接，

从而更加精准的为重点群体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

6.持续发力，就业跟踪不放松

毕业不等于就业，就业不等于就好业。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就业工作，

牵挂着未就业的学生，心系着就业质量不高的同学。就业科牵头，各二级

学院开展了毕业生就业状况、就业意愿、就业环境等“云端调研”，形成就业

信息台账，就业联系人、职业指导师和班主任有针对性地汇总、整理、编

辑不同类的政策和岗位信息，通过“微信热线”、“QQ热线”为毕业生提供一

对一就业指导服务，为择业迷茫、就业困难毕业生提供及时答疑服务。台

账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师们随时跟进，定期更新、动态销账。

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疫情”这两个字本身没有褒贬，但它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绝对不是这么中

性，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疫情改变了许多 2020届毕业生更甚以后毕业学

生的就业抉择。面对疫情，不仅仅是应届毕业生需要调整思路，负责就业

事宜的学院和老师们也面临着重重困难，经受着时间的考验。

1.疫情防控下的就业服务工作，将原来的“面对面”形式彻底打破，仅仅

依靠网络载体对就业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到就

业工作开展“有速度”、就业帮扶“心连心”，是摆在指导教师面前一份必做的

答卷。

2.受就业整体环境及疫情影响，外贸类、出口类企业用人计划大量减少，

劳动合同就业学生比例下降，给我们就业工作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如何吸

引优质的企业以劳动合同的形式吸纳我们的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探

索。



尽管在疫情期间，我们的学生有焦虑、有不安，但因为有了工院就业工作

者的付出和努力，让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就业“寒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学校、教师、学生合力迎考，让我们的就业之路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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