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注入新动能

——教育部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时代发出新召唤。作为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质量不仅关乎个人价值实现，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与民族复兴

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勉励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

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当前，全球产业技术变革加速演进，人才供需结构的动态平衡成为破解高校

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核心命题。2025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

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强调，“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

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今年以来，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会同有关部门打出政策“组合拳”，为推动 2025 届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

量充分就业，提高人才培养适配性，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注入新动能。

观念引领，让青春放光彩

2025 年 4 月 19 日上午，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举办期间，凝

聚青年奋斗共识的《湘江宣言》于湖南大学大礼堂正式发布。参赛学子以铿锵誓

言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发出时代倡议：“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弘扬‘经

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以坚定行动践行

誓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用青春奋斗擘画美好未来！”誓言铮铮，尽

显当代青年学子的责任担当。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就。为深化高校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增强大

学生职业规划意识，引领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就业观，鼓励更多青年毕

业生积极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2025 年



教育部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大赛总决

赛期间，开展了“湘江宣言”就业育人主题活动、专场招聘会暨“千校万企供需

对接会”和大学生就业创业课程教学交流展示等三场同期活动，形成了思想引领

与实践服务相结合的工作闭环。据统计，活动累计吸引 1507 万名学生报名参与，

覆盖全国 2763 所高校，通过树立择业新观念、开拓就业新思路，为促进高校毕

业生高质量就业探索出卓有成效的实践路径。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引领，教育部统筹各地高校充

分用好“互联网﹢就业指导”公益直播课等资源，深入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宣传

季活动，开展“基层就业卓越奖学（教）金”获奖人物事迹、毕业生扎根西部工

作、“劳模工匠进校园”等系列宣传活动。为帮助毕业生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严

防“黑职介”“假招聘”“招转培”“培训贷”等就业陷阱，教育部不但组织开

展了毕业生就业安全教育系列活动，还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了 2025 年清理整

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以切实举措维护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

抓关键期，促就业活动热

5 月 23 日，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的 2025 届毕业生们满怀期待地走进长

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参加“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东北地区专场。这场以“智

汇东北 才启新程”为主题的盛会，为毕业生搭建了与用人单位深度交流的平台，

508 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优质岗位 1.3 万余个，吸引东北三省一区 1.2 万名毕业生

踊跃参与。

事实上，这样的就业服务场景正在全国各地密集上演。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负责人介绍，2025 年春季学期，教育部统筹开展“千

校万企供需对接会”“千行万业系列招聘会”等品牌活动，指导各地各高校举办



线下大型招聘活动 17.9 万场；同时依托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举办线上招聘

活动 104 场，累计面向 2025 届高校毕业生汇集发布岗位 1823 万个。线上线下

融合的就业服务体系，正以精准化、常态化的信息供给，为高校毕业生铺就通向

职场的坚实阶梯。

抢抓就业关键期期间，除各项促就业招聘品牌活动外，为进一步拓展市场化

就业岗位，教育部积极组织政策宣讲团，深入企业、园区、高校、社区，大力宣

传扩岗补助、增人增资、社保补贴、培训补贴、求职补贴、创业补贴、税收优惠、

创业担保贷款等各类促就业政策，帮助更多企业和高校毕业生应知尽知、应享尽

享，加快推进各项政策举措落地实效，激励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

针对有就业意愿但尚未落实去向的毕业生和去向落实率低的学科专业，教育部引

导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进一步加大访企拓岗工作力度。

强化服务，求职路暖意浓

“毕业到异地求职还能免费住？”收到面试邀请时，刚到上海求职的毕业生

小宋正在为跨城求职的生活成本犯愁，了解到“青年驿站”项目后，他顺利地申

请到了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临时落脚点”。一张免费床铺、一段缓冲期，让这位

为就业奔波的年轻人在陌生城市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025 年，教育部会同共青团中央持续优化升级“青年驿站”项目，充分发

挥 200 余个城市 2600 余家站点的服务功能，通过提供免费住宿、租金折扣等“一

站式”支持，切实减轻跨地区求职青年的生活负担。项目既为初入职场青年送去

“温暖礼包”，更以“筑巢引凤”的方式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实

现了人才引进与服务优化的“双向奔赴”。



把好服务送到毕业生身边。为帮助部分毕业生补齐知识和技能短板，提高就

业竞争力，教育部还组织实施了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推动全国范围内开

设 1000 个“微专业”和 1000 个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遴选

上线 33 个实用紧缺专业的 138 门一流课程和应用技能型“微专业”等 1455 门

优质教学资源，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急需紧缺产业领域，推动各高校加快

“微专业”建设，湖南、重庆、宁夏等 14 个省份开设“微专业”超过 700 个，

职业能力培训课程超过 1600 门，优先发动 2025 届毕业生参与并获得相应学习

成果证明。好就业一个都不能少。为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工作，教育部

还开展了“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宏志助航计划”等品牌活动，挖掘百强县

等县域内优质企业岗位资源，支持高校组织有参训意愿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参加

职业能力技能培训，促进人岗对接更适配。

“今年 5 月至 8 月，教育部将集中开展 2025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

行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各高校抢抓就业关键期，加力加快就业工作

进程，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报记者 朱英杰）


	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注入新动能
	——教育部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