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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
　　为抢抓毕业生求职关键
期，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
加快升学考录、教师招聘、公
务员事业单位招录等政策性岗
位招录时间安排，为毕业生求
职就业争取更多时间。同时，
部署各地各高校开展“春季促
就业攻坚行动”，挖潜开拓更
多市场化岗位，做实做细就业
指导服务，全力促进 2023 届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促就业、稳就业，开拓岗
位是前提。各地各高校深入开

展“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
高校领导班子主动走进园区、
走进行业、走进企业，与相关
单位建立就业合作渠道，汇聚
市场化社会化岗位资源，努力
为毕业生挖掘更多优质和精准
的就业信息。截至5月3日，“访
企拓岗促就业”行动参与高校
2415 所，走访用人单位 17.1
万家，新开拓就业岗位 253.1
万个。
　　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省内
60 所高校的代表赴重庆联合

访企拓岗，围绕人才培养、供
需对接、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日常联系互访等签署了系列合
作协议。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省
内 56 所高职院校和 21 所江苏
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所属分院集
中开展访企拓岗，近百家用人
单位参加对接活动，集中提供
岗位需求 3000 余个。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组织新疆大
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财经
大学等 10 所高校负责人赴乌
鲁木齐市经开区开展“访企拓

岗”专项行动，搭建政校企交
流合作平台，进一步挖掘就业
岗位。
　　用好校园招聘主渠道，各
地各高校抓住求职招聘关键
期，开展“万企进校园”招聘
活动，创造条件主动邀请用人
单位进校招聘，为毕业生求职
和用人单位招聘提供便利。截
至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组织开
展线下大型招聘活动，累计举
办 12.5 万场，参会企业 145

万余家，提供岗位信息 3511
万余个。
　　4月28日，由全国工商联、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主办的“百城万企”民企高
校携手促就业行动在北京联合
大学启动，通过在全国 100 个
以上高校集中的城市，开展校
企供需对接会和人才招聘双选
会等一系列活动，引导更多高
校毕业生到民营企业就业。

报告：应届毕业生求职“求稳”偏好明显

　　近日发布的《2023 大学
生就业力调研报告》(下称“报
告”)，显示，数字经济行业
仍旧是毕业生“火热”关注对
象，稳定性则成为毕业生求职
的重要关注因素。
　　报告于今年 3月中旬至 4
月中旬面向应届毕业生进行
问卷调研。调研结果显示，
2023 届毕业生选择单位就业
的比例从去年的 50.4% 上升

到 57.6%，选择自由职业的
比例从去年的 18.6% 下降到
13.2%，选择国内继续学习的
比例从去年的 9.3% 下降到
4.9%。
　　报告指出，当前数字经济
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掌握数
字技能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
更具有优势，因此“文转码”
成为热议现象。在继续深造的
非数字专业毕业生中，约 15%

选择转向数字类专业，67% 的
受访者表示对数字类专业感兴
趣但缺乏基础。可见，随着数
字经济发展，毕业生“文转码”
意愿强烈，但“缺乏基础”成
为最大障碍。
　　对于求职毕业生群体，报
告显示，国企是其就业首选，
占比 46.7%。从企业规模上看，
中型企业仍为毕业生青睐，占
比近半数，较去年上升 3.5%；

选择大型企业的毕业生占比
25%，较去年高约8个百分点，
与 2021 年持平。
　　从期望就业行业来看，
2023 届毕业生期望就职 IT/
通信 /电子 /互联网行业的比
例为 25%，较去年小幅回升。
　　就业城市选择上，期望在
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工作的毕业
生占比各 30%，二线、三线城
市分别占比约27%、10%。此外，

高学历人才对新一线城市青睐
明显，有助于为新一线城市未
来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从毕业生求职关注因素
看，薪酬福利仍是首要关注点，
占比近七成；稳定性占比约四
成，排名第二，较去年上升
4.5%，连续三年呈上升态势。
可见毕业生“求稳”心态明显，
稳定性成为毕业生求职越来越
关注的因素。

陕西从严惩处涉粮腐败 追赃挽损 5000余万元

　　陕西省纪委监委深入开展
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
治，坚决清除粮食购销领域责
任、作风、腐败问题，切实服
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据了解，
自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全
省共受理问题线索 800 余件，
追赃挽损 5000 余万元。
　　粮食购销领域点多面广，
为保障涉粮问题找得准、查得
清、纠得实，陕西省纪委监委

制定方案、明确要求，建立健
全查纠机制，围绕“管人、管
权、管钱、管粮”，查摆短板
弱项、列出问题清单。督促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陕西局和省市场
监管局对全省 144 家粮食储备
承储企业信息和 11240 户涉粮
市场主体进行梳理摸排，全面
摸清现状和监管底数。
　　该省纪委监委聚焦强化问

题整改质效，坚持精准化、精
细化推进整改，全面梳理巡视
巡察、专项审计、督导检查、
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对整改
落实不到位、整改内容尚未完
成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保障
整改不留死角、问题清仓见底。
　　“我们对党的十九大以来
受理的粮食购销领域问题线索
进行‘大起底’，建立专门台账，
及时规范处理。”陕西省纪委

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负责人介
绍，陕西粮农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东锋，
陕西省储备粮原华县直属库主
任赵刚，延川县原粮食局局长、
诚兴物业管理公司原经理刘崇
明等一批粮仓“硕鼠”被查处，
释放出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
　　专项整治所涉问题大多成
因复杂，加强部门间的协调联
动，确保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是

关键。陕西各地纪委监委充分
运用“室组地”联动协作工作
机制，采取领导包案、直查直
办、挂牌督办、提级办理等形
式加大办案力度。“勉县纪委
监委在查办县粮库原主任王某
某违纪违法问题时，启动联合
办案机制，仅用 40 天就查实
了当事人的违纪违法事实，挽
回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该
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