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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毕业生“召回”
看上去很美
“召回”后找到

理想工作
2007年，万州三峡职业学

院45名学生到上海环旭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就业。几个月后，学
院的就业中心主任袁宏在“追踪
回访”时得知，多数学生适应得
不错，很快上手，并考上了技术
员、工程师，但有5人未考上。

这5人中，有人不想在那里
继续干了，冉生升是其中之一。
没能考上技术员所导致的郁闷
和心理包袱是他决定放弃的一
个原因。而更具决定性的原因
是，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和实
践，他发现自己对这个行业不太
感兴趣，不想沿着这条道继续走
下去。

他表达了回学校“回炉”、另
找出路的意愿。随后，他再度回
到学校，学习经济贸易方面的知
识，在此期间，他遇见了自己心
仪的单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经过一系列的选拔，他如愿
以偿，到云阳县农业商业银行工
作，迄今已两年多时间。

在冉生升看来，重返母校学
习并再就业是自己的一次重要
机遇，让人生航程转向自己所青
睐的方向，“找工作无所谓好与
不好，更重要的是适合与不适
合，我并不是觉得原来的岗位不
好，而是觉得现在的岗位更适合
自己，干着更顺心，我更热爱现
在的工作。”

在农业与生物工程系学习
园林专业的女生王瑰丽，专业对
口就业后，感觉不满意，回学校

经济贸易系学习，此后，到上海
平安保险公司就业，口才不错的
她从事了保险销售。

同样在该系学习的唐湛兰，
毕业后去了一家民营学校任教，
很快，她发现这不是自己所梦想
的岗位，希望另找工作，在回到
母校学习培训后，她去了万州区
招商局下属的一家单位工作。

除了这类“召回”后彻底改
弦更张、学习其他专业并改行的
学生外，也有回校继续“充电”、
提升原专业学识的案例。

学习经济管理的向波在一
家农资产品销售公司就业后，
“书到用时方恨少，觉得自己还
是欠缺了一些东西”，于是回校
继续学习。“回炉”期间，他结合
自己闯荡社会的体验，广泛借鉴
他人经验，重新规划自己的未
来，雄心勃勃的他最终选择了创
业，到云阳县开起了自己的干货
超市。

畜牧兽医是三峡职业学院
的“王牌专业”之一，多年来，培
养出许多优秀的兽医。但部分学
生毕业后，发现自己的学识和能
力难以独立应付各种可能发生
的情况，也选择“回炉”，有针对
性地就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向专业老师求教。这样的例子举
不胜举。

从“追踪回访”

到“回炉”学习
“学校去年秋季才提出毕业

生‘召回’的概念。”万州三峡职
业学院就业中心主任袁宏介绍
说，“召回”的做法源于该校已实

施多年的“追踪回访”制度，“现
有的‘召回’还难以成为一项制
度，只是应部分学生的需求，给
他们返回母校继续学习甚至重
新就业的机会，还缺乏制度性的
安排。”

和其他高职、大专院校一
样，三峡职业学院的学生在校学
习两年半，最后的半年时间将参
加实习，并找工作。
初次离开母校、正式踏入社

会的学生往往会面临很多事先难
以预料的困难，尤其是在最初的
半年时间内，很多学生由于各种
原因，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就业岗
位。这种情况较为普遍地存在于
几乎任何一所学校的毕业生中。

万州三峡职业学院也不例
外。于是，该校推出“追踪回访”
制度，密切追踪毕业生的动态，
细致了解他们离校就业后的情
况，并从总体上分析学生的就业
和履职状况。在此基础上，根据
毕业生、用人单位的具体反馈，
学校有针对性地对教学内容进
行改进。学校希望通过这一制
度，建立教、学、用各个环节的良
性互动体系。
在“追踪回访”的过程中，那

些无意在原单位就业、刚就业又
“失业”的毕业生何去何从的问
题无法回避，于是，学生“召回”
现象开始分散、随机、短期地出
现。
“我们尝试毕业生‘召回’的

初衷是：我们不能无视学生的需
要，学校要做他们永远的母校、
永远坚强的后盾，有欢乐共同分
享、有困难共同分担。”袁宏说。
目前，该校毕业生“召回”并

未收费。
据记者观察，该校的“召

回”尚未形成体系，在培养理
念、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后勤
保障等方面并没有形成完备的
解决方案，对于是否建档立制、
“召回”后如何再度“推销”、如
何确保“召回毕业生再就业”等
问题，也未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更多的是依靠有关部门、院系
或教师个人的热情。“召回”在
操作层面上更普遍的情形是：
学生与有关老师联系后回到母
校，向自己感兴趣的学科领域
的知名教师求教，或者在相应
的课堂“回炉”，有选择性地旁
听一些课程，与宽口径、系统的
教育教学相比，这种“召回”更
有针对性、更为个体化，强调学
生自己的核心就业能力。
“召回”后，在哪里学？向谁

学？学习什么内容？学习多长时
间？在这些关键问题尚未给出答
案的时候，很多“召回”毕业生选
择了“搭乘”学校已有的各类培
训项目的“便车”，通过这种学以
致用的培训，学生能掌握技能，
获得“再就业”的机会。

建立制度困难重重

因为尚未形成制度，目前尚
无法统计有多少毕业生被万州
三峡职业学院实施了“召回”，总
体上看，该举措尚未在面上推
广，而是零星推行。
业界人士分析，要大面积地

建立并推行规范的、可持续的毕
业生“召回”制度，必然会遇到许
多实际困难和问题。“这可能是

学校一个美好的愿望，但难以操
作。”

显性的问题在于，毕业生
“召回”后的“再教育”所需要的
人、财、物等方面，比如“召回”
是否收费，有没有足够的教师
来实施“召回”毕业生的再教
育，“召回”的期限是多久，什么
样的毕业生可实施“召回”，是
单独为“召回”者设置课程还是
随其他学生跟班就读，等等。更
进一步的问题是，学校无法估
算有哪些毕业生需要“召回”，
面对这个动态变化的、无法预
见的群体，难以精确地在师资、
教室、宿舍、课程等方面给出制
度性的安排。

隐性的问题在于，学校的专
业“集群”是否能满足“召回”毕
业生的需求。对于那些因为在校
期间没有掌握足以适应就业岗
位所需要的学识和技能而需要
“召回”的毕业生而言，“回炉”操
作难度不大，但对于希望“召回”
后转换专业的毕业生而言，其五
花八门的需求将对学校的专业
门类提出挑战，如果多数需求无
法满足，“召回”也就没有实质性
的意义。

另一个潜在的问题在于，
在现有的严峻就业形势下，如
果学校无条件地对有需求的毕
业生实行无偿“召回”，可能造
成已就业毕业生对就业岗位稍
不满意就回到母校，期望获得
更理想的就业岗位，这可能会
一定程度地挤占正常毕业的学
生的就业机会，事实上影响学
生的就业稳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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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不满就业岗位，或自认为难以完美履行岗位职责

的毕业学生免费“回炉”，然后重觅工作的举措，正悄然在重

庆万州三峡职业学院试行。

此举类似于工商业对其存在缺陷的产品或商品无偿收

回并实施修理、更换等挽救措施的召回制度，对于每年毕业

生约 2000 名的这所高职院校而言，零星的探索已取得一定成

效，但要真正建立制度，成为常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