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及举措  

2018 年以来，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及医药产业自身改革等因素影响，

医药类毕业生就业创业形势复杂严峻。我校科学研判形势，主动对接产业需求，

创新工作思路，千方百计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一、强化就业管理，优化工作机制 

学校强化就业“一把手”工程建设，主要领导多次召集职能部门负责人、院

系负责同志科学研判就业形势，分析就业难点、焦点问题，专项部署应对工作。

学校努力构建“人人关心就业工作，人人参与就业工作”的“大就业”工作体系，

强化“学校、学院、辅导员”三级联动，分阶段压实推进各项工作。2018 年 9

月至今，共召开专题会议 10 余场，研讨部署阶段性工作。学校制定发布了《中

国药科大学 2019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意见》，严格落实教育部统计工作“四不

准”要求，狠抓“就业率周报”、“诚信签约”、“岗位培训”，加强生源信息上报、

毕业派遣、档案邮递等环节的管理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效能；强化用人单位资质、

招聘信息审核和校园招聘活动管理，继续为毕业生提供安全、规范的求职环境。 

二、落实各级政策，端正就业观念 

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主动对接国家医药发展战略，积极

服务大健康产业需求，向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医药产业集聚

地区输送人才；鼓励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创业；

鼓励优秀大学生投身军营报效祖国，充分落实征兵政策。利用就业指导课、主题

班会、专题报告、网站专栏等形式为学生分析就业形势、行业发展态势和用人单

位人才需求状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积极组织开展各省市应届优秀

大学毕业生选调工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江苏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社

区)任职、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等工作。参加江苏省第二届“闪亮的日子—青春该

有的模样”大学生就业创业人物事迹评选活动，我校选送的中药学院毕业生马云

倩、国际医药商学院毕业生董浩、药学院张晓旭三名学生优秀事迹分别荣获江苏



省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2019 年学校共有 13 名学生考取各省选调生，5 名

学生参加地方基层项目，1 名学生应征入伍。 

三、建设就业市场，拓宽就业渠道 

学校推进毕业生就业市场供给侧改革，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强

化校地政企合作，着力搭建以大型双选会为主体，小型校园宣讲会为补充，空中

招聘会、区域性专场招聘会、社会特色招聘会为辅助的多类型就业平台。充分调

研毕业生需求，抢占高端就业市场，搭建供求双方交流平台，积极向重点区域、

重点单位输送人才。2019 年走访用人单位近 30 个，参加校政企合作会议近 20

场。2018 年 11 月举办 2019 届毕业生秋季供需洽谈会，邀请用人单位 457 家，

提供就业岗位 2 万余个。针对学生“慢就业”的特点，2019 年 3 月底举办 2019

届毕业生春季招聘会，邀请用人单位 350 余家，提供岗位 11000 余个。举办南京

医药谷专场招聘、珠海市医药类单位专场招聘、泰州医药城专场招聘等医药园区

招聘会近 10 场，举办用人单位专场宣讲会 330 余场，接待用人单位 450 余家。

组织学生参加省市级各类招聘会 6000 余人次。2019 年 5 月以来，学校组织开展

了就业促进月系列活动，通过简历诊断、心理辅导、召开专场招聘、空中招聘、

定向推荐等方式，切实解决求职学生的就业困难；同时针对部分学生参加公职类

考试意愿较强的情况，学校加大了选调生、公务员、事业编制等招录信息的收集

发布力度，邀请专家开展专题辅导和培训共 5 次。 

四、夯实队伍建设， 深化就业指导 

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队伍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打造了校内外各

方共同参与的专兼结合的就业工作队伍，营造了校内全员参与、校外广泛参与就

业指导和服务的良好工作氛围。推进就业工作队伍专业化、专家化，组织参加

GCDF 全球职业规划师培训 6 人次， BCC 生涯教练 6 人次，其他校内外专题培训

200 余人次。成立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研专业化团队，建设辅导员专业化工作室

5 个。学校以就业指导课为核心，打造了涵盖理论知识、素质拓展、专家报告、

交流分享、职场体验等内容的课程体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推进就业

指导“1044”模式改革。2018 年上半年针对 2019 届学生举办“知名医药用人单位校



园行活动”近 20 场，邀请企业高管、知名校友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动态和职场环境，

依托各学院开展就业创业指导讲座 60 余场，举办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各类技能

竞赛 10 余场，与重点企业联合举办“寻梦名企，闪药未来”职场体验夏令营 20

余场。联合药学院、中药院、理学院等学院面向 2019 届学生开展就业大数据分

享等活动帮助学生端正观念，树立信心，做出合理决策。组织开展 2019 年江苏

省第十四届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校内选拔赛，参与人 4000 余人，5 名选手晋级

复赛，1 名选手进入决赛并获得特等奖，1 名选手获得二等奖，3 名学生获得三

等奖，1 名辅导员荣获“优秀指导老师称号”，学校获得“最佳组织奖”。组织学

生参加江苏省第九届大学生就业创业知识竞赛，我校代表队在总决赛中荣获二等

奖，1 名辅导员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学校获得“最佳组织奖”。 

五、开展精准帮扶，力促充分就业 

完善困难学生档案，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家庭经济困难、身体残疾、考研失

利等群体学生，实施“一人一策”动态管理和未就业学生情况“一口清”制度，

利用学校及校友等资源为他们提供一对一帮扶。充分利用“互联网+就业”新模

式，建立毕业生求职意愿信息数据库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数据库，充分利用

微信平台、手机 APP、QQ 平台和飞信平台等新媒体手段，促进供求信息互联互

通，实现各种平台信息更新同步共享，向毕业生精准“送政策”、“送指导”、“送

信息”。同时学校还加强了毕业生求职维权力度，确保已签约学生稳定就业。做

好毕业未就业学生跟踪帮扶工作，努力促进有就业意愿的学生充分就业。2019

年上半年为 341 名应届毕业生办理落实求职创业补贴 511500 元。 

六、深化教育改革，营造双创氛围 

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将深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推进学校综合改革

的突破口，建立健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鼓励实践、指导帮扶、文化引领为一

体的“互联网+健康”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营造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努

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学校充分发挥实验室在大学生素质教育和

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作用，面向全体学生实施“国家-省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育计划，组织开展“一院一赛”活动，



资助力度、覆盖面逐年提高。2019 年，大创共立项 309 项，参与学生 1477 人，

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在双创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新增校企合作类项目 6 项，遴选

14 名优秀学生深入企业开展实践；“互联网+”项目立项 312 项，参与学生 1757

人，项目数增长 54%，创历史新高，过程中注重对学生自拟创意类项目、创业类

项目的支持，对优秀项目给予持续经费资助、入营参训、赴校外参赛观摩等扶持

举措，以梯队模式培育优质项目；2019 年先后举办了“大学生实验能力大赛”、

“中药饮片识别大赛”、“证券投资暨医药行业投资价值分析实验技能大赛”、“化

学实验基本操作技能大赛”、“制药工程设计大赛”等赛事，参与学生 2000 余人

次。 构建“引导（专题立项）—提升（精英训练营）—孵化（重点扶持）—落

地（创业实体）—对接（赛事交流）”递进式项目培育体系，推选优秀项目参加

国内外品牌学科竞赛，本科生创新创业能力和学科竞赛获奖层次显著提升。2019

年，荣获江苏省第五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1 金 1 银 6 铜的佳绩，

获奖数量创新高，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创新类项目获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

赛金奖，全国大学生药苑论坛创新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优秀论文奖 1 项、优秀壁报奖 2 项，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1 项，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二等奖 2 项，江苏省大学生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比赛二等奖 1 项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