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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高职院校这个庞大的运行系统
中，一直遵循条块分割和垂直管理原则，也就是相
关部门各管一块，招生管招生，就业管就业，教学
管教学，即便有交叉或者融合，但由于没有建立起
有效机制，全员抓就业往往仅停留在帮毕业生找岗
位这个层面上。

新疆农职院认为，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举措，
就是建立起一套“内涵式”就业体系。因此，在改
革中，新疆农职院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对就业工作体
系进行改革，而是从涉及办学“内涵”的方方面面
出发，对招生、教学、管理、育人、“双创”、就业
等体系进行一体化系统性重构。这之中，就业是

“牛鼻子”，一切围着就业“转”。
采访中，说起“内涵式”就业体系，记者在新

疆农职院听到最多的词是前置、下沉、融合、贯
穿、贯通、无缝衔接等，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
——融。通过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将就业工作

“融”在全校所有工作之中。
“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发现，当就业工作和

‘三大规律’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业才顺畅稳
定，受就业市场变动影响较小。”杨贵泉说，“一是
学生成长成才规律，二是职业教育规律，三是生产
活动和经营活动规律。就业工作一旦与这三个规律
结合起来，融在一起，那么，就具有真正意义上的

‘内涵’了。”
高职院校学生的成长成才规律是什么？答案是

人人出彩。为了“人人出彩”，需要多样化、个性
化培养人才。为此，学校各专业教研室与企业一起
从教学入手进行改革，针对性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构建“内涵式”就业体系，还得遵循职业教育
规律。杨贵泉说，各分院的专业教研室身处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最前沿，他们对行业、企业的发展现
状以及岗位需求最为了解。从职业教育规律来说，
分院的专业教研室作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具体负
责部门，由其负责就业工作再合适不过。无论是与
企业对接，还是找岗位，专业教研室和专业课教师
都是“行家里手”。

“内涵式”就业体系构建，需要遵循的第三个
规律就是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规律。“专业所涉及
的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是有规律的，我们在人才培
养中，也要严格遵循这样的规律。”杨贵泉说，“要
打破传统的‘课堂上养牛，教室里种田’的模式，
把教学活动、实习实训融入到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
规律中。”

通俗地说，就是养牛就按照养牛的规律来教，
涉农涉牧的专业，就按照动植物生长规律来教。在
新疆农职院，一些专业的学期是从4月份开始的，
到10月份结束，因为4月才开始播种，10月份庄
稼成熟才开始收获。改革后，这些专业的教学打破
了六学期制，课时也打破2小时制。

在这里，就业工作就像盐溶入水一样融到人才
培养全过程以及学校工作方方面面、各个环节。改
革后，新疆农职院建立起了一套绩效考核机制，将
就业工作纳入每个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的绩效考核
之中，真正让就业工作变成了全校每个人的工作内
容和任务，形成了全员关心就业、全员为就业服
务、全员抓就业的良性局面。

“我们扎根新疆大地办职业教育，学生从基层
来到基层去，70%的学生去了基层一线就业，80％
的学生回到了家乡，建设家乡。”新疆农职院党委
书记葛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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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农职院，有一个没有学生的教学分院
——创新创业学院。虽然没有学生，但这个学院
却服务着全体学生。

过去，在新疆农职院，“双创”教育和就业
联系得不紧密，各干各的，走的是“两条路”。
改革后，新疆农职院构建起了就业和“双创”紧
密的联动关系。“创新思维每个学生都要有，这
在我们学校是上上下下的共识。”杨贵泉说，“创
新创业教育必须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中，剥离出来
没有意义。”

学生一跨进校门，首先要上的就是由创新创
业学院开设的“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指导”课，

“这门课要帮助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一个全
面了解和规划，对提升哪些能力、三年后达到什
么水平等做到心中有数。”新疆农职院创新创业
学院负责人秦培鹏介绍，随后学生还要“进
阶”，通过“创新创业教育”课培养创新思维，
树立创新意识，掌握创新方法，增强创新能力。

如今，新疆农职院构建了由“双创”教育必
选课、公共课、选修课构成的完整课程体系，并
将就业融到创新创业教育当中，让创新创业思维
成为学生的一种学习生活习惯。

2018届毕业生赵文博，是园艺专业学生。
“双创”课程点燃了他创新创业的热情。在校期
间，他的创业项目得到学校支持，并在学校的

“双创”基地孵化成功。2017年，他把乡里村民
组织起来，成立了“伽师县英买里乡红钻农产品
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今，该合作社每年生产、
销售西梅1500多吨，收入2000多万元，带动当
地500多个农民就业，200多户村民致富。

新疆农职院还把孵化功能进一步下移，打造
微孵化中心，每个教师都要指导学生的“双创”
项目，学生也要通过专业实训参与项目，学习创
新方法和创业知识。新疆农职院“绿色产品中
心”刘旭新博士团队，就带领了一个提升大蒜中
氨基酸含量“优蒜有你”的研究项目团队，10
名学生通过项目学习专业知识，毕业后全部在企
业就地就业。

“我们还建立起了国家—自治区—州级—院
级—专业级5级竞赛体系，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至
少参与一个项目、参加一次竞赛、经历一次创
新、体验一次创业，磨炼创新思维意识，提高实
践能力。”杨贵泉说。

在“双创”教育过程中，从学生选题、学校
培育、竞赛历练到对接企业、成果转化，“五步
法”形成闭环。杨贵泉表示，学生学会了工作方
法，创新思维方式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了
培养，这样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双创”教育让曾经一度迷茫的大三学生闫
建锋找到了方向。“上职业规划课程的时候，在
老师指导下，我开始了解自己，关注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闫建锋对机械和设计感兴趣，于是下
定决心成为一名工程师。大二时，他有了创业的
想法，并与老师和同学一起成功研发出了“智慧
绝顶设备”——一种精准智能棉花打顶机器。

“双创”教育给学生带来了可喜变化，也为
学校就业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秦培鹏说，如
今，学校学生创业率平均达到6.7%，远高于全
国高校创业率平均3.0%的水平，学校每年孵化
1300个左右的“双创”项目。“专业课与创新创
业教育融合，两条路合在一起走，激发学生对专
业课的学习兴趣，每个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综合素
质提升对就业的助力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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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过去的工作模式，就业和教学是
两拨人在做，教学的只管教学，就业的只管
就业，导致了就业和教学‘两张皮’现
象。”杨贵泉说，“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就
业看教学，就业和教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
系。”

改革后，新疆农职院的就业工作从负责
学生工作的部门，转移到了各分院的专业教
研室，并由分管教学的副院长主管。由此，
从管理上看，教学和就业整合到了一起。

新疆农职院农业工程分院副院长武晓蓓
说：“在这种管理机制下，各专业开设哪些
课程，学生需要掌握哪些技能，都要相关负
责人做到心中有数。”

如今，对准岗位设课程，学校每年都组
织专业课教师深入企业，了解企业最新需求
和岗位规格，不断调整教学计划，提高学生
毕业后直接上岗的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
毕业生最受企业欢迎。”武晓蓓说。

在教学过程中，各专业采取一名企业教
师加一名校内教师穿插授课的方式，让企业
的最新工艺、生产的最新方法和最新技术能
第一时间进入课堂。教授采棉机课程时，学
校与新疆钵施然智能农机公司合作。企业不
仅提供导师，还带来了先进的农机具。

“教学与就业融合在一起，倒逼我们走
出去，紧盯行业、产业、企业的发展变化，
把最新的技术和工艺融到教学中。”新疆农
职院动物科技分院院长柳旭伟说，这种模式
下，教师大力推进教学计划、教学模式与企
业生产实际的“零距离”，有效助力学生技
能成长。

因此，当楼房养猪模式在新疆刚一出现
时，柳旭伟马上实地调研，不到半年时间，
这一新模式和新技术就被他引入到了畜牧养
殖的课堂教学中。

改革后，教师发现，拿着书本教的教学
模式行不通了，学生的就业教育、就业指导
等都成了自己的教学任务。如今，一有时
间，各专业课的教师就一头扎进企业，调查
研究，把企业里最新的技术学回来、引入课
堂，实现教学和就业的融合。

此外，学校还采用第三方评价的方式，
追踪了解学生毕业后2—3年就业情况，并
结合学校每年自己调研的成果，与行业、企
业的专家一起讨论修改审定新的人才培养方
案，提高人才培养和人才需求的契合度。

“学生一只脚踏进学校，另一只脚就必
须踏进企业。”杨贵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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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学校的就业工作从招生的时候
就开始了。”新疆农职院副院长王海波的一句
话，让记者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招生是招生，就业是就业，为何“混为一
谈”？

原来，10年前，为破解就业工作中遇到的
难题，新疆农职院开始对就业工作进行探索创
新。改革的第一招就是从招生工作入手，把就业
DNA从一开始就植入招生工作中。

“作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所开设的专
业基本和‘三农’有关，毕业生就业也基本在

‘三农’一线，或者相关企业。”王海波表示，这
些特点决定了学校所招的学生要对专业感兴趣，
甚至有这方面的职业理想，否则，即便学生学成
毕业，也不愿意去专业对口的企业就业。

厘清毕业就业和专业招生这一头一尾的关
系，新疆农职院决定在招生上进行改革，避免出
现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到所学专业领域就业的现
象。

高职院校招生形式多样，特别是单独招生，
怎么招、怎么改，大有学问。新疆农职院把破解
的目光投向了各分院的专业教研室。

“专业教研室天天接触专业，研究专业，最
懂专业的特点。”王海波说，“什么样的学生适合
学这个专业，各专业教研室的人员最清楚，也最
有发言权。”

于是，学校把招生计划的制定权“下沉”到
分院的专业教研室。一些分院的专业教研室很快
就根据实际情况对招生计划进行了调整。

在学校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学生毕
业后，要么到生产一线，要么去涉农业机械的企
业，工作环境相对比较艰苦。要是学生没有这方
面的兴趣或者职业理想，毕业后，可能就业就比
较困难。改革后，该专业教研室把自主招生比重
扩大，目的是招到对专业更有兴趣的学生。

在自主招生中，学校和企业共同组成面试团
队，对学生进行职业倾向测评，面对面交流“对
未来的设想，了解职业愿望”。新疆农职院农业
工程分院机电工程教研室主任田多林表示，把对
这个专业感兴趣的学生招进学校，事实上也就为
学生毕业时顺利就业奠定了基础。

在新疆农职院，一个专业招多少学生，也是
由分院的专业教研室决定的。招多招少是在对行
业和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研判未来的岗位数
量和需求情况，最后进行综合判断确定。“通过
对多年积累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从而决定专业
当年招多少学生。”田多林说，“这样做，就是为
了确保毕业生就业的时候，有充足的岗位和企业
可供选择。”

招生和就业工作的融合，帮助学校出现了招
生就业两旺的局面。新疆农职院招生就业办负责
人乔晓丽介绍，2023年学校招生计划完成率为
100%，其中内地计划完成率自2008年后首次实
现100%。招收各类新生5242人，生源质量显
著提升。2023年学校就业工作成效显著，毕业
生去向落实率居自治区高校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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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如何构建“内涵式”就业体系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就业新模式纪实

本报记者 蒋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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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新疆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新
疆农职院”）了解到，在就业
市场严峻的形势下，该校毕业
生就业率依然亮眼，名列新疆
高校前茅。谈到就业，这所学
校上上下下的感受是：不难。

何以不难？
“这得益于学校10年来坚持

不懈着力构建‘内涵式’就业
体系，从而实现了‘精准、硬
核、稳定、长效’的就业目
标。”新疆农职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杨贵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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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实训基地了解农作物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摄

图②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下到生产一线开展实践技能学习活动。
图③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上插花艺术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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