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石家庄市 “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

活 动 实 施 方 案

为贯彻落实省人社厅、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2025年河北省

“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的通知》(冀人社字 〔2025〕44号)

要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向前延伸,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25年3月至6月

二、活动主题

就业服务进校园 精准帮扶在身边

三、服务对象

2025届驻石高校毕业生

四、活动内容

(一)政策宣传进校园。全面整理政策。梳理汇总国家和省、

市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包括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就

业创业扶持政策,劳动关系、社会保险等权益保障政策,职称评

定、户口档案、专项奖补等招才引智政策,虚假招聘、求职陷阱

等风险案例提示。多方联动宣传。开展线下线上多渠道宣传,制

作政策指南、明白纸、宣传册等,尽早印发各高校,利用省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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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招聘网、人才网、高校就业网、微信微博及抖音等渠道,向毕

业生广泛推送。深入宣讲解读。采取主题报告、现场宣讲、网络

直播以及知识竞赛、政策课堂、班级群推广等形式,宣传解读毕

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措施。

(二)就业指导进校园。开展专业指导。组织职业指导师、

人力资源经理等专业力量,通过集体座谈、主题宣讲、专题讲座

等形式,讲解就业形势、分析社会需求、介绍行业发展等,帮助

毕业生理性择业、及早就业。提供咨询服务。针对毕业生需求,

开展职业能力测评、职业生涯规划、求职简历撰写、应聘面试准

备等指导咨询,帮助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组织职场体验。联合

驻地高校、企业、园区,组织引导毕业生进园区、进企业、进市

场,开展实地观摩、职业体验、模拟实训、跟岗学习等,帮助毕

业生提升职业认知。

(三)招聘对接进校园。加强招聘信息征集推送。多渠道挖

掘本地区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民营企

业、康养产业等岗位,主动对接有关部门收集公共部门岗位,以

及科研助理、基层医疗卫生、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社会工作等

就业机会,结合高校学科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向高校推送。严

格岗位信息审核把关。认真审核各类岗位信息,确保岗位需求特

征、职位类别、工作地点、薪酬待遇等关键要素齐全,信息真实

有效、内容合法合规,防止发布含有性别、年龄、学历等方面歧

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精心组织线下招聘。联合高校举办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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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招聘和综合性校园招聘,协助高校开展 “万企进校园”招聘

活动,鼓励校际合作举办分行业招聘,支持高校访企拓岗促就业

行动,开展 “职引未来—2025年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

专场活动”。广泛开展线上招聘。通过省市公共招聘网、人才网、

高校就业网等动态发布招聘岗位,联合社会力量推出 “直播带

岗”“新职业体验”等线上招聘活动,将适合毕业生的岗位信息

和企业情况等推送至相关高校和毕业生,将高校基本情况和毕业

生求职意向推介给用人单位。

(四)创业服务进校园。开展创业教育。组织青年创业典型、

创业导师、创业服务人员等走进高校,积极宣传创业政策,分享

创业经验、培养创业意识。举办创业活动。对有创业意愿的毕业

生,协同高校组织创业训练营、创业实训等活动,提供项目指

导、方案设计、风险评估、商业实战模拟等 “沉浸式”体验。优

化创业服务。强化培训孵化对接,向高校毕业生推介创业孵化基

地、大学生创业园、众创空间等创业载体,提供开业指导、融资

服务、跟踪扶持等 “一条龙”创业服务,落实场地优惠、创业补

贴、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

(五)职业培训进校园。引导技能就业。组织 “河北工匠”

“技能大师”、技能大赛获奖选手等为毕业生展绝活、授经验、传

心得,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鼓励毕业生走技能成才、技能

报国之路。加强职业培训。对接本地支柱特色产业和重点行业发

展需要,结合毕业生就业需求,组织培训机构开展高校毕业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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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培训,鼓励技工院校与普通高校合作开展培训,吸引毕业

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落实培训政策。按规定鼓励支持高

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评价,提供高效便利的培

训评价服务。

(六)困难帮扶进校园。做好困难毕业生重点帮扶。积极协

助驻地高校,聚焦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摸排就业创业意向,实施专项帮扶、

优先援助。开展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 “回头看”,对尚未兑现的

要及时发放,对新增的困难毕业生,要及时补发。开展人社局长

结对帮扶。选取1-2所就业工作任务重、就业压力较大的高校,

组织人社局长、就业局长定点联系、定期走访、定向服务,根据

毕业生学历层次、技能水平、就业意愿等,针对性筛选推送岗位

信息,针对性提供就业能力培训、职业指导、创业辅导等服务。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要高度重视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将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作为重要抓手,结合实

际制定工作方案,压实工作责任,创新服务举措,精心组织实

施。要加强现场活动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活动安全平稳开展。

(二)调动各方资源,扩大服务供给。发挥相关部门作用,

聚合人社部门资源,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调动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创业孵化基地等机构和就业

政策法律专家、人力资源经理人、职业指导师、创业导师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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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积极性,为毕业生提供多元化、专业化、针对性就业服务。

采取 “打包入校”方式集中开展进校园活动,全面落实进校园各

项工作举措,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充分运用多种媒体,

开展内容丰富的专题宣传活动,吸引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广泛

参与,提升活动影响力。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将对

各地各高校工作亮点、特色做法及毕业生就业创业典型事迹,适

时开展宣传推广,营造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良好氛围。

各县 (市、区)人社部门要及时汇总情况并动态报送典型经

验、意见建议,每月20日前向市人社局报送情况统计表 (见附

件),活动结束后,全面总结活动开展情况和取得成效,6月30

日前书面报告市人社局。各高校配合推进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

法,请及时总结报告市教育局。

附件:2025年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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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工作内容 项目 数量

政策宣传
政策宣讲 (报告会)场次数

政策宣讲服务毕业生人数

就业指导

就业指导服务活动场次数

服务高校毕业生人数

其中:职场体验场次数

职场体验参与高校毕业生人数

招聘对接

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归集发布数量

开展线下招聘场次数

线下招聘会求职高校毕业生人次数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人数

开展线上招聘场次数

线上招聘会求职高校毕业生人次数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人数

创业服务
开展创业指导服务活动场次数

参与高校毕业生人数

职业培训
组织河北大工匠、技能大师等进校园场次数

职业技能培训高校毕业生人次数

困难帮扶

人社部门帮扶困难毕业生人数

帮扶困难毕业生实现就业人数

人社局长和就业局长定点联系高校数量

帮扶定点联系高校开展活动数量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3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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