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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与企业直接洽谈

供求双方沟通零距离

十年寒窗，皆为赢得一个好
的工作岗位，谋一个好的前途远
景。2011 年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
将到达峰值 758 万。就业形势依
然严峻，在就业率的背后，更重
要的是就业质量——— 工作性质
如何，发展空间和待遇怎么样，
个人的职业规划如何体现？这些
问题无不困扰着家长和莘莘学
子。对于学校来说，就业市场是
检验办学成果的试金石，就业率
和就业质量的好坏直接关乎学
校的声誉和发展大计。近年来，
就业工作在各高校中的位置越
来越突出，尤其部分优秀高职院
校，以就业为导向，积极探索各
种就业方式，订单培养，与企业
无缝隙合作，走出去请进来，大
力拓展多种就业渠道。

而与此同时，企业招聘人员
的成本巨大，合适的人才难求，
很多招聘主管不得不付出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找到企业需求的
人才。供求双方之间存在互通环
节上的对接缺口。

在这种背景下，758 万，这个
惊人的数字，将再次为激烈的就
业市场提供新的驱动力。

为促进 2011 届山东大学生
就业，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拓
宽就业途径，本报特发起本次山
东高校名企人才交流峰会，诚邀
各高校就业负责人和 300 多家
知名大中型企业招聘负责人齐
聚一堂，积极建言，集思广益，交
流经验，出谋划策，搭建院校与
企业的沟通平台，缩小大学教育
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实现社
会、院校、企业的多赢。

本次峰会还将邀请三百余
家知名企业的总裁或者人力资
源总监，现场为各高校提供上万
个就业岗位，投放毕业生用人订
单。本报还将搭建平台，积极促

进企业与高校的订单培养意向
洽谈。由高校就业办设立摊位，
用人单位招聘主管持票进场，双
方展开自由洽谈，用人单位可以
直接把企业用人需求数字和条
件等情况提交给合意的高校，高
校可以根据企业的要求针对性
推荐毕业生，并洽谈订单培养的
意向。

本报将根据高校与企业的
洽谈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跟踪报
道，读者可以进一步关注新的进
展。目前已经有省内 100 多所大
中型企业报名参加，提供岗位
3000 多个。

优秀毕业生推荐版

为应届生伸出橄榄枝

近四年来，济南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山东经贸职业学院、日
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山东技师学院、山东
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凯文科
技职业学院及一大批教育培训

机构均选择将优秀毕业生信息
刊登到本报上，既展示了学校优
良的教育成果和毕业生的荣誉
奖项，又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
获得更适合职位的有效渠道。据
统计，一个整版约能接到用人单
位招聘意向 500 个以上。不仅如
此，该版面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
注，很多家长打来电话咨询报考
学校的相关问题，不少希望再深
造的社会人士也希望到学校旁
听、就读。

自 2010 年 11 月中旬开始，
本版面将继续推出，服务莘莘学
子，服务学校、用人单位。学校可
以选择集体报名，学生也可以集
合同学一起报名。

本报还将发起成立大学生
就业校企联盟，联盟成员可优先
获得本报推荐的名企就业岗位
以及企业用人订单。
高校参会报名电话：
0531-85196575 85196195

85196197 85196151
企业参会报名电话：0531-6996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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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就业

自本报名校名企人才
交流峰会上周启动以来，
企业和高校报名踊跃。不
少报名单位表示，这种人
才交流新方式大大提高了
校企合作的效率，学校能
够更有针对性地推荐毕业
生，而企业也极大地减少了
招聘成本和时间。据了解，
2011 年我国大学生毕业人
数将到达峰值 758 万，本报
特发起本次 2010 山东高校
名企人才交流峰会，形式和
深度、搭建平台的顺畅程度
都将令供求双方有突破性
的进展。目前峰会还在热
招中，感兴趣的企业和高
校可以致电本报报名。
时间：2010 年 11 月 20 日

近日，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举行 2010 年

就业双选会，省内外 600 多家企业来我校招贤

纳士。据该校就业指导办公室主任杜纪德介

绍，本次就业双选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

参会单位来源广、实力强，提供的就业岗位待

遇好。二是今年的双选会的秩序好于往年，双

选会秩序主要由全校的自律会成员维持，参会

人员进出有序。

(王兴柯 于哲)

凯文学院

举办2010 就业双选会

读研不是就业避风港

过半数读研因就业太难

2011 年研究生考试网上报名已经开始
了，如果你正计划考研，那么是否已经问过
自己读研的动机？究竟是学术研究的需要，
还是对“高学历好就业”心存幻想？根据麦可
思公司 2010 年最新完成的“中国应届大学
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并不是
所有的读研者都是从职业发展的长远动机
而读研的，还有一半的本科毕业生是出于希
望去更好的大学甚至是因为就业困难、“随
大流”等动机而读研。

那么，以考研“曲线就业”的美梦是否真
的如愿以偿？实际上，近年来研究生毕业后也
同样面对就业难的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只是被读研推迟了三年。职场专家指出，选择
读研无可厚非，但缺少职业规划而盲目选择
读研是对自己的未来不负责任，迟早要为自
己或盲目、或逃避的选择付出代价。

读研三年后应聘同样失败

某科技大学电信系研究生小吴，本科毕
业时曾在华为有限公司应聘成功，不过小吴
认为读完研究生后再去应聘起点会更高，职
位也会更高，于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读本校的
保送研究生。当年小吴本科毕业时正值中国电
信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电信人才走俏。然而，峰
回路转，短短三年，当小吴研究生毕业时，再次
去华为应聘，却遭到了拒绝。原因很简单，三
年之后，随着电信市场的成熟以及高校的扩
招，电信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已大不如前。

职业顾问表示，从这个例子看来，继续
深造并不一定能给学生带来更光辉的前程。
目前，读研学生的一个普遍心理就是：我真
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觉得自己还没有
准备好求职，不如逃避这种对未来的规划和
选择，继续做我擅长的、已经做了很多年的
事情，比如读书。

其实是否选择读研究生，关键在于自己
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理想和规划，比如，如果
你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统计分析师，那么硕
士研究生学历就是必须跨越的门槛；如果你
的专业是物理学，而你也希望今后能够从事
理论物理的研究，那么少说也要攻读到博士
学历，你积累的学识和研究经历才能够让你
走到科学的最前沿。

读研也要时刻做好就业准备

小周是某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毕业
生，去年通过了淘汰率极高的公务员考试，
被国家行政机关录取而成为许多同学眼中
的就业成功者。但没有一种成功是偶然的。
从读研究生的第一天起，小周就在分析自己
性格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份求学与求职的详
细计划，并初步判定自己比较适合两种职
业：高校行政管理者和公务员。

“求职绝不是从制作简历才开始的。”小
周从上研究生之初就开始为两年后的求职
实战进行准备。这期间，他发表了多篇专业
论文，并且自学法律，考取了律师资格证。

收到公务员面试通知，似乎是情理之
中，在面试中虽然无法立即得到肯定的答
复，但小周自我感觉发挥得很好。事实也的
确如此，后来一位考官告诉小周，他对知识
的把握和镇定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单
位想要的人才。

招聘会现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