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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元 萌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创业
与青年人才引育，从 2017年出台《台州人才
新政三十条》，2020年出台台州人才新政2.0，
到今年再次迭代升级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
让广大青年尤其是应届生群体，感受到台州
引才、留才的满满诚意。

除了政策保障之外，高校、企业、社会组
织等也在合力共同破解应届生就业难题，一
手抓落实，一手想新招，为应届生求职道路保
驾护航。

政策先行，就业有保障

今年7月，我市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
就业创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与加强人才招引相
结合，为解决当前应届毕业生就业问题提供
了一定保障。

记者从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了解到，此次新政中创新提出了企业扩岗
招用高校毕业生、实施招用高校毕业生企
业薪酬补贴、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
专职社区工作等政策，将有效促进大学生
积极就业。

《意见》提出，对 2022年 1月 1日起新招

用 2022年度高校毕业生并签订 1年以上劳
动合同，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按每人
15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扩岗补助；依法参加
社会保险的非公企业，从高校毕业生在该企
业缴纳社会保险时起，按月给予企业薪酬补
贴，全日制硕士、全日制本科（技师）、全日制
专科（高级工）补贴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1000 元、750 元、500 元，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年底。此外，首批开放不少于 1500个专
职社区工作岗位，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到基
层从事工作。

“对于已离校但尚未就业的应届毕业生，
我们专门建立了帮扶清单，开展一对一帮扶，
主动提供‘1311’免费服务。”台州市人力社保
局工作人员表示，“其中包括1次职业指导、3
次岗位推荐、1次职业培训与1次就业见习机
会，帮助这批未就业毕业生实现就业。”

政策先行，更要切实推动政策落地。目
前在台州，人才政策兑现在线上就能完成。
只要打开“浙里办”中的“台州人才在线”界
面，便可看到个人专属的台州人才码。针对
高层次人才，该应用提供了双创服务、安家
服务、专项服务、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的服
务内容。

对于来台州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可按
规定的标准在“台州人才在线”申请安家补
贴、租房补贴等。这对于刚工作不久的毕业
生群体来说，是一项力度不小的帮扶政策。

校企联合，共建新平台

近期，台州市“学子探名企”云直播大赛
圆满收官。来自台州5所高校的在读大学生担
任主播，深入探访20家台州名企，详细展示企
业文化、工作环境，方便有意向来台州工作的
毕业生深入了解台州企业及其用人政策。

据了解，59名高校学生分为20组，分别探
访结对企业，并在无限台州平台全程直播。比
赛历时一个半月，观看数达到200余万人次。

为了搭建全国大学生了解台州名企、对
接洽谈、见习实习和在台州就业的新平台，深
化校地、校企合作是关键。

今年 6月，为深入实施万名大学生台州
就业见习计划，“梦起见习·乐业台州”就业见
习空中双选会开展。有意向来台州就业或实
习的大学生，通过“台州就业招聘”微信小程
序或登录台州就业招聘网，即可开展就业见
习对接。

今年 7月，市人力社保局组织太原理工
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师生来台州开展走访台
州名企活动，与爱仕达、海正药业、星星冷链
等多家台州知名企业对接就业合作。

活动中，高校就业处老师与企业人士相
互交流了学校的专业情况与企业的用人需
求，学生们实地参观了企业生产线，深入了解
岗位特点、工作待遇等信息。

“今年 7月至 8月，我们邀请了省内外百
余所高校来台州开展校地、校企对接洽谈，通
过实地走访企业，促进校企合作，让青年人才
了解台州、选择台州。”台州市就业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

除了开展全国百所高校走进台州、走访
名企活动之外，利用毕业季，台州提供了近万
个社会实践岗位，组织全国各高校应届毕业
生、在读大学生前来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为学
生提供职业规划、提升能力、增长阅历的有利
平台。

线上+线下，招聘不停歇

今年 7 月，2022 年“激扬青春 筑梦台

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公益招聘会在台州市人
才市场举行，并于临海、温岭、黄岩、路桥等
市（区）同步举办。本次招聘会作为今年“智
汇台州”人才周系列活动之一，主要为了促
进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他们找到适合
的工作岗位。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汇集了全市机械机
电、医药医化、汽车制造、酒店餐饮服务等行
业的 197家企业，为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销
售顾问、行政专员、维修技师、制剂研发等岗
位，总需求人数达4667人。

“本次招聘会采取市县联动的模式，‘线
下+线上’同步举办。线下设点招聘，面对面
交流更高效；线上开辟专区，可进行视频面
试、线上交流。”台州市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

台州人才网的首页设有招聘会面试入
口，无法来现场的应届生可以通过线上渠道
求职，与企业人事进行一对一洽谈。同时在

招聘会现场，每家企业都配备了专门的电子
屏，上面滚动显示企业概况与招聘信息，求
职者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了解基
本情况。

开放就业公益招聘会这一平台，对于正
在求职的应届生与诚招人才的用人单位，是
一场双赢。记者了解到，本次招聘会共接洽求
职者 954名，达成意向近 400名。招聘会开放
的线上渠道浏览量达1.33万余人次。

如今，除了线下招聘会之外，以网络招
聘、线上招聘等为主的“云招聘”成为了应届
生求职就业的重要渠道。

今年6月至8月，我市持续推进云招聘活
动，在台州人才网、台州就业招聘网，以及市、
县公共人才网站开设“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
项行动”“民营企业招聘月”“就业见习”等高
校毕业生就业专栏，组织开展直播带岗、空中
宣讲、云面试等活动，在线上也能为毕业生求
职就业保驾护航。

人尽其才 筑梦台州

我市多措并举为应届生就业护航

本报记者单露娟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批大学生走出象牙
塔，迈向更广阔的天地。考一个稳定的编制，
还是进入企业奋斗，抑或是边找工作边向更
高学府进发？近日，记者采访了几名台州学院
应届毕业生，了解他们的就业故事。

聂杰：几经奋斗，终于“上岸”

7月 19日，在临海市中小学公开招聘新
教师面试对象考试总成绩与拟列入体检对象
名单中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聂杰脸上露
出了笑容：“努力了这么久，终于有了回报。”

2018年，带着对大学生活的憧憬，来自椒
江的聂杰成了台州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
一名师范生。毕业后成为一名老师，是他和父
母商议并深思熟虑后所做的职业规划。大学
期间，他一直为之努力。

大三下半学期，浙江各地提前批教师招
聘公告陆续发布。“提前批招聘门槛比较高，
各地的报名条件也有所不同。”因为大学期间
成绩优异，大部分岗位的报名条件聂杰都符
合。不想离家太远，他特别关注了台州、宁波、
杭州这几个城市的招聘公告。

“从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6月，我一直奔
赴在各地的考场。”聂杰回忆。可惜的是，在提
前批招聘考试中，他多次受挫。

聂杰记得，自己的第一份简历投向了北
师大台州附属高级中学。或许是高中教师要
求比较高，他出师不利，简历石沉大海，没有
获得考试资格。

“玉环、黄岩和温岭的提前批招聘是同一
天进行的。其中，玉环和黄岩的招聘在我们学
校举办，我参加了玉环高中政治老师的招
聘。”通过笔试，聂杰成功进入面试阶段。遗憾
的是，他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落选。

“我分析了一下，当天大量考生来台州学
院参加玉环和黄岩的提前批招聘，那么温岭
就会有一些考生缺考。并且，温岭的报名门槛
比较高，符合条件的考生数量本身就比较少。
如果我当时选择去温岭参加考试，竞争压力
可能会小一点。”聂杰复盘道。

之后，聂杰将目光投向了台州之外。他先
后报名了宁波奉化区、镇海区、江北区的提前
批招聘考试，无奈均以失败告终。

“宁波镇海区和江北区的提前批教师招
聘考试是在金华进行的。原定去年 11月 1日
考试，前一天晚上，我早早在酒店睡下，结果
在凌晨被电话吵醒，通知我因为疫情考试延
期。”聂杰只能收拾行李回家，继续备考。

“今年2月，宁波两个区都重新组织了考
试，台州也有几个县（市、区）重启了提前批招
聘，可惜我都失败了。”聂杰坦言，那段时间，

他的心理压力很大，“身边许多同学都有好消
息传来，而我还在各地的考场奔波，我心里很
难受。”

落选了台州一中的教师招聘后，聂杰进
行了全面的反思：“归根到底还是不够努力，
书读得没有别人透。”

痛定思痛，这个小伙子收拾好心情，开始
更加努力地备考。“每天早上，我 7点准时起
床，吃了早饭后，8点开始看书到 11点半。吃
饭、午休后，下午1点半学习到6点，晚上7点
半学到10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聂杰在今年临海
市的教师招聘中成功“上岸”。

韦贵芝：一边工作，一边备考

“虽然我是一名师范生，但是在大三实习
之前，我并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老师。”
聂杰的室友，来自贵州的韦贵芝说。

“大三下学期，我前往一所学校实习，在
和学生的慢慢接触中，我觉得老师是一个让
人有幸福感的职业。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我
知道了什么是责任感。”之后，韦贵芝也开始
为成为一名教师而努力。

“大学期间，我的成绩并不拔尖，属于中
等。所以，提前批招聘很少有我符合条件的岗
位。我的目标是统考‘上岸’。”韦贵芝说。

为了实现梦想，他制订了一份规律的学
习计划表：“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6点，除去午
餐和休息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图书馆和空教
室学习。早上精神好，我会在这时候背书、刷
题。下午，我就查资料、写论文，偶尔也会和同
学出去放松一下。”

去年12月31日，玉环一所民办学校发布
招聘公告，韦贵芝报名参加。“距离统考还有
一段时间，我不确定能否通过。先就业，能让
我更安心一些。”

经过笔试和面试，韦贵芝在求职者中脱
颖而出，签下了合同。

今年正月初八，韦贵芝陪家人过完春节，
就回到台州，办理了入职手续，成为该校的一
名社政老师。

“刚入职时，我给学生上课还有些手足无
措，现在就游刃有余了。”回顾这半年来的教
学经历，韦贵芝有一些自豪，“我带的几个班
级，学生成绩都很稳定，有个班级还从平行班
第三考到了平行班第一。”

他分享了自己督促学生背书的小妙招：
“我建议他们每天抽出5分钟来背社政课本。
5分钟的时间内，尽力把今天学过的内容记
住。一开始学生们也不自觉，我进行了一次留
堂，帮助他们养成背书习惯后，学生们就自觉
多了。”

努力工作之余，韦贵芝还在为考编奋斗。

“今年台州市的教师编制统考我参加了，但是
没有考上。现在暑假空闲了，我每天在家练习
写教案、做题，希望以后有机会‘上岸’。”

王露：继续求学，开启人生新篇章

王露是台州学院材料物理专业的应届毕
业生，今年成功考取了浙江理工大学的研究生。

大三上学期，经过综合考虑，王露决定考
研。她选择了大连理工大学和南昌大学作为
自己的目标院校。“一般来说，我们择校会先
定一个分数较高的目标，再根据自己的复习
情况适当调整。”

确定目标后，就要努力去实现。大三暑
假，王露制订了一个科学的学习计划表。

每天早上起床后，王露会先背半个小时
英语单词。早上8点到11点半，她上数学的网
课，做数学题。“数学是我的薄弱项，我每天都
会花多一点的时间在数学上。数学考试的时
间是 8点半，所以我要早点适应在这段时间
做题。”她解释。

“下午轮流复习英语和政治，如果今天下
午我学习了英语，那明天下午就学习政治。复
习政治所需的时间相对较少，所以有时候，我
也会匀出一些时间做数学或者英语习题。晚
上 7点至 10点半是专业课的学习时间，我买
了目标院校的专业书，还在网上找了很多资
源。听完网课后，一定要做题，并及时进行复
盘，将重点难点记入笔记本。”王露分享了自
己的学习方法，以及觉得可靠的学习资源：

“数学参考书，我推荐张宇的《考研数学基础
30讲》《高等数学18讲》和《线性代数9讲》；英
语考研辅导老师，阅读理解我推荐唐迟，语法
和作文推荐刘晓燕……”

去年 12月 25日到 26日，王露参加了考
研笔试。

“考完后，我觉得数学没有发挥好，心里
挺没底的。”彼时，身边许多同学已经找到了
工作。担心自己既没考上研，又没找到工作，
所以在考试结束后，王露便放下了学习，开始
求职之路。

她面试了许多单位，有银行和企业，最后
成功拿到了宁波银行台州支行的录用通知。

幸运的是，考研成绩公布后，王露通过调
剂被浙江理工大学录取，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赖云飞：踏实努力，拼搏未来

1997年出生的赖云飞，2016年进入台州
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学习。2017 年到
2019年，他选择了参军入伍，所以延迟了两年
毕业。

“我在应届毕业生中年龄偏大一些，想的

也比较多。许多毕业生的首选是考研或考编，
我觉得很好，但不一定适合我。我还是跟从自
己的内心，准备去企业闯一闯，靠自己的踏实
努力，搏一把未来。”他说。

毕业季，来学校招聘的企业很多，听了华
海药业的讲座后，赖云飞决定应聘这家企业。

“我觉得企业的平台很好，如果成功入职，我
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下定决心后，他向华海药业投去了简历。

之后，面试、体检、报到，一切都十分顺利。
今年 3月，赖云飞成了华海药业技术部

的一名技术员。他聪明好学，适应能力很
强，很快完成了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

“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每天都
过得很充实。”

关于未来，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并没有设
想太多，“要想在职场上有所成就，就要先沉
淀，埋头学习几年，学好本领，才能谈未来”。

求职路上，台州大学生昂首前行

绘图陶祎之

招聘会现场，毕业生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2022年“激扬青春 筑梦台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公益招聘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