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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劳 动 关 系 学 院 文 件 
 

校学字〔2020〕12 号 

 

关于做好2020届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 2020 届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20】2号）

（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及学校 2020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推

进视频会议要求，进一步做好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工作，努力使

2020届就业困难毕业生能就业，就好业，高质量就业，现对做好

2020 届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统筹安排 

各学院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落实教育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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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高度重视我校就业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情况，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加强领导，实行“一把手”工程，形成学校、职能部

门和各学院齐抓共管的三级就业创业工作联动机制，完善学校、

部门、学院、辅导员、班主任及就业指导教师多渠道帮扶的工作

责任制。要将对困难毕业生的帮扶作为就业创业工作的重点，院

长和党总支书记分别作为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和直接责任人，动员广大教师、职工共同参与，有针对性地做好

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工作，做到“一生一策”，完成稳就业的政治

任务。 

二、高度重视，帮扶见效 

1、做好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工作是学校 2020年就业

工作的重点任务，各学院要充分认识就业帮扶工作在加强毕业生

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意识培养和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帮助就业困难学生顺利

就业。 

2、各学院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利用就业咨询、心理辅

导、个别谈话等方式，通过网络平台等渠道，加强与重点关注的

就业困难毕业生的交流沟通，及时了解他们的就业意向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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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解决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3、各学院要积极宣传国家、北京市以及学校的各项就业帮

扶政策和举措，对困难毕业生群体要底数清、情况明，规范认定

环节，务必做到公正、公平、公开，确保每个就业困难毕业生都

能得到有效帮扶。 

三、精准识别，细化标准 

1、建档立卡，动态更新 

各学院要对本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把家庭经济困难、身体残疾、就业能力不足等各种素造成的就业

困难毕业生确定为帮扶对象，明确个人情况和就业意愿，建立包

含姓名、性别、专业、生源地、就业困难原因等内容的“就业困

难帮扶档案”，同时建立就业困难群体动态数据库，定期更新。做

到“一对一”帮扶，对毕业生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帮扶举措

以及帮扶成效一人一策记录在册。 

2、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1）对于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学校将根据毕业生家庭经

济情况，及时发放 2020年春季国家助学金、特困补助等各项困难

补助，通过申请北京市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求职交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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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困难补贴、报销求职交通费用以及为家庭特别困难的欠费毕

业生开设个别减免窗口等资助手段，加大经济扶持力度。同时，

为落实国家基层就业资助政策，学校为到中西部基层地区就业的

毕业生申报学费补偿和贷款代偿，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各学

院根据《关于做好 2020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资助帮扶工作的通

知》，组织困难毕业生申报各类补助，以减轻困难毕业生的经济压

力，促成其顺利就业。除去在经济上给予帮扶，各学院还要结合

学生个人就业意愿，鼓励毕业生积极就业。 

（2）对于身体残疾毕业生，要根据国家及省市有关优惠政

策为他们供政策引导，帮助联系意向就业地的工会、妇联、残联

等部门获取专项帮扶。对接各地方政府，利用乡镇(街道)残疾人

专干和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等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优先推荐

我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要针对残疾人身体、心理状况，强化对

残疾人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帮助其了解就业政策、调整就业预期，

优先安排其参加实习实践，重点组织培训以提高其就业能力，优

先推荐就业岗位。可以结合经济补助、心理辅导等多种形式为残

疾毕业生提供更多鼓励和支持。 

（3）对于就业能力欠缺毕业生，要尽早发现尽早帮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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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习和就业能力提升方面开展针对性辅导。积极开展多种职

业技能培训，帮助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加强对其的就业

能力辅导，帮助他们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实现就业能力的

全面提升。同时，要引导他们发现自身亮点，拓宽就业思路，在

求职过程中扬长避短，通过提高人际交往、简历制作、职场礼仪

等技巧增加求职竞争力。 

（4）对于就业意愿不足毕业生，要通过心理疏导、个别谈

心等方式帮助他们消减焦虑、抑郁、迷茫、急躁等负面情绪，正

确认识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适方法，及时调整心态、端正就业

观念，合理设置就业期望值。 

3、精细服务，加强指导 

（1）充分利用学校就业资源，通过微信公众号、就业指导

中心网站、各学院公众号、空中双选会、宣讲会等形式全方位提

供用人单位招聘信息，在丰富就业渠道的基础上，为就业困难毕

业生点对点筛选、推荐就业岗位。  

（2）针对困难毕业生在各类求职笔试、面试、签约中遇到

的疑惑及时予以指导和帮助，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辅导与培训，

举办简历制作、面试技能、就业咨询、职场礼仪等专题讲座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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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着力提升困难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 

（3）拓宽就业渠道。宣传组织好“特岗计划”等基层项目，

引导学生到基层、到现代农业、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就业创业。

针对就业困难群体开展精准宣传动员，引导其中符合条件的毕业

生参军入伍。鼓励他们到急需教师的中小学任教。 

帮助就业困难群体毕业生实现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是一项

紧迫又艰巨的政治任务，需要学校相关部门和各学院的共同努力。

各学院要积极调动各方面力量，发挥学院专业优势和专家优势，

充分发动专任教师在内的就业工作团队的力量，切实落实各项帮

扶政策，为就业困难毕业生成功就业助力。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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