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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困困毕毕业业生生求求职职，，补补贴贴11000000元元
截至6月底，今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为80 . 8%

多数毕业生

青睐大企业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郝连伟

大企业更受欢迎

据了解，根据济南市的就
业信息分析，目前济南市的就
业岗位，90%以上都是中小企
业提供的。而在大学生的就业
选择中，大企业显然要比小企
业更加受欢迎。

山东大学现当代文学12级
研究生李萌就更倾向于大企
业，谈及原因，李萌表示：“大企
业的制度比较规范，分工明确，
便于给自己做出清晰的人生职
业规划。小企业制度上不够完
善，人际关系比较难处理，刚走
进社会还是想学一些有用的专
业技能。”

“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比较倾向于找大企业，觉得
越大越好。”任先生是青岛大
学 机 械 专 业 1 3 届 本 科 毕 业
生，1 5日他向记者介绍了他
找工作时的想法：“大企业的
起点高，以后转中小型企业
也比较容易。现在我在青岛
的一家韩企工作，在青岛的
公司就有员工2000多人。现在
工作比较清闲，自由时间比
较多。刚入职一年基本处于
打杂的状态。”而经过这一年
的工作，任先生的观点发生
了变化：“我觉得在小企业工
作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学到
的东西也更多，会强迫自己
去学习。在大企业，如果没有
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可能不
会学到太多东西。”

考研有时是无奈之举

考研的大学毕业生一直很
多，有人说他们在逃避，但对有
些人而言，这更是一种无奈之
举。能找到的工作达不到心中
的那个标准，就干脆去考研吧。

相对于一些热门专业，有
一些专业的就业一直都是特
别困难，考研成了这些专业
毕业生的最佳出路，山东大
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2014届
硕士毕业生王同学就遇到了
这种情况：“我们这个专业比
较小，也比较特殊。就业的话
主要面向博物馆、文物研究
所等这些事业单位。”

山东财经大学2013届国
际经济与贸易本科毕业生冯
同学则是已经找到了工作，
但工作离自己的理想工作相
差太远：“大学毕业后，我听
从了家里的建议，去了济南
的一家国企，但是这个单位
的 工 作 机 械 、僵 化 ，没 有 朝
气，待遇也不好，一个月只有
1400多元，连基本生活都不能
保障，所以我今年4月份就辞
职了，一直在准备考研。”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郝连伟) 15日，记者从

济南市委、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今年截至6月底，应届毕业生就
业率为80 . 8%，比去年同期略有增
长。此外，济南还将实行求职补贴
措施。对济南市生源回济未就业特
困家庭应届毕业生求职者，给予一
次性求职补贴1000元。

15日的发布会上，济南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就业办
公室主任黄厚安通报了济南市大
学生就业工作方面的情况。据黄厚
安介绍，今年截至6月底，应届毕业
生就业率为80 . 8%，比去年同期略
有增长。

记者了解到，今年济南市预计
接收高校毕业生8万人左右，其中
济南生源高校毕业生预计3 . 5万人
左右，与去年基本持平，而大学生
就业形势依然不是特别乐观。据黄
厚安分析，一方面济南市作为省会
城市，驻地高校多，是生源大市，又
是外地高校毕业生重要的就业汇
集地之一，可以说是供应量较大；
另一方面，受经济增速放缓和转方
式、调结构的双重压力，市场吸纳
就业能力有所减弱。同时，毕业生
的专业、素质和就业意愿与市场需
求不相适应的矛盾，短期内仍然难
以完全化解，特别是一部分大学生
在择业观念上存在偏差，也延缓了
他们的就业。

根据济南市就业信息分析，目
前济南市的就业岗位供求比为3：
1，也就是3个岗位等着1个人前去
应聘，但由于90%以上的岗位是中
小企业提供的，一些求职待业者择
业标准过于理想化、就业定位过高
而不愿去应聘，“有业不就”的现象
比较突出。

为了促进离校未就业的毕业
生就业，济南市今年还将实施“就
业见习”计划。据了解，就业见习，
是指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根据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本
人意愿，组织到经政府认定的就业
见习基地进行见习锻炼、积累工作
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促
进措施。见习期间，为见习人员提
供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生
活补助。其中，市财政按济南市最
低工资标准的50%对见习基地进行
补贴(今年已经提高到750元)。今年
济南计划继续组织800名左右高校
毕业生通过见习实现就业。济南还
将实行求职补贴措施。对济南市生
源回济未就业特困家庭应届毕业
生求职者，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
1000元。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郝连伟

高校毕业生离校后，若
未就业，也可以获得就业方
面的帮助。记者了解到，去
年“山东高校毕业生离校未
就业实名管理服务系统”正
式投入使用，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在该系统上进行
实名登记，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就能对其有关情况进行

掌握。
据黄厚安介绍，通过该

系统，人社部门对回到当地
求职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可以做到专业特长、求职意
向、就业服务需求“三清”；对
未回生源地的，则能做到人
员去向、就业状况“两清”。

同时，济南市人社部
门在全市各街道和乡镇建
设了146个标准化基层人社
服务平台，就近就地提供

便捷高效服务，努力打造
“半小时就业服务圈”，通
过基层服务平台，主动与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进行联
系，并承诺“不挑不拣，2 4

小时工作时间内提供一次
就业机会”。

此外，济南市人社局正
在探索开发大学生就业微
信服务平台，努力创新服务
手段，增加服务渠道，更好
地为大学生就业服务。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如果不挑不拣

2244小小时时可可获获就就业业机机会会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刘
雅菲) 15日，济南市委办公厅
副主任、济南市市级机关事务
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朱传东
到12345热线接听市民来电。记
者从活动中了解到，为提高采
购效率，济南市取消标书购买
费用、停止收取供应商投标保
证金，成为投标“零费用”的城
市。

公车问题一直是市民关注
的焦点。据朱传东介绍，济南市
级党政机关及参照公务员管理

的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实行定
点维修、定点加油、定点保险的
集中管理。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后，自2013年春节开始实行节
假日公车定点封存制度，每个
节假日都组织检查，对违规使
用公务用车的，一经发现，严肃
处理。对严格管控公车使用行
为后出现的“私车公养”苗头，
济南市将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认真落实公务用车加油一车一
卡制度，严格监管定点维修企
业，杜绝“私车公养”现象。

在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方
面，济南在全国率先编制了公
共机构用电、用水和公务车用
油三项定额，建设制定了全市
公共机构能耗监测平台和《济
南市公共机构节能监督考核
办法》，做到了公共机构用能
有标准、能计量、可考核，实现
了对公共机构用能的定额管
理。

针对济南市政府集中采购
工作开展情况，朱传东介绍，济
南市政府采购中心为该局下属

的财政全额拨款正处级事业单
位，主要职责是统一组织实施
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
织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
项目采购。

为提高采购效率，济南市
梳理采购流程，取消标书购买
费用、停止收取供应商投标保
证金，成为投标“零费用”的城
市。截至6月30日，济南市采购
中心完成采购预算47111 . 16万
元，实际采购40832 . 98万元，节
约资金6278 . 18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停收投标保证金

济济南南成成为为投投标标““零零费费用用””城城市市

一名毕业生在招聘会上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资料片）

济济南南拟拟建建创创业业大大学学
县区也将建立创业培训基地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郝连伟

“现在我国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的比例仅2%左右，
济南的这一比例更是低于
2%，大学生通过创业，不仅
自己能够实现就业，平均还
能带动4-5人实现就业。”发
布会上，黄厚安介绍说，为
了鼓励大学生创业，济南也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据黄厚安介绍，济南研
究制定了小额担保贷款贴
息政策、小微企业一次性创
业补贴和一次性岗位开发
补贴政策、个体工商户一次
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岗位
开发补贴政策、创业孵化基
地奖励补贴政策、房租补贴

政策、就业创业培训补贴政
策、税收减免政策等，今年
还将小额担保贷款额度从8

万元调整提高到10万元，小
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由
1000元调整提高到10000元，
一次性岗位开发补贴由500

元调整提高到2000元。
另外，济南市还通过政

府投资、鼓励高校和企业建
设、社会共建等多种形式建
设了一批孵化条件好、承载
力强、融创业指导服务为一
体的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
园区。截至目前，全市已建
立认定孵化基地106家，孵化
基地建设面积346万平方米，
入驻基地创业人员3 . 7 5万
人，带动就业11 . 3万人，从业
人员达14万余人。近期，历下

区政府和山东财经大学联
合投资建设的10000余平米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也即
将投入使用。

黄厚安说，目前济南市
人社局正与济南大学、济南
职业学院等高校联系协调，
拟采取联合办学模式，共同
建立济南创业大学，并要求
各县(市)区建立统一的创业
培训基地。想创业的高校毕
业生，还可以参加政府补贴
的创业意识培训、创业能力
培训或者创业能力提升培
训。下一步，还将组织全市
创业大赛、济南市第六届创
业项目推介会和泉城创业
论坛，宣传展示大学生成功
创业典型，鼓励、带动大学
生创业。

毕业生在招聘会上寻找就
业机会。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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