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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层工作人员流动较大，留省就业率不高，

笔者总结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一、社会地位低，被认同感不足

基层就业的工作内容、工作的成效和实际意义，缺

乏社会认同。一般达不到高校毕业生所期望的心里预

期。从问卷的结果来看，大部分留在吉林省基层就业毕

业生的发展前景不被其家人朋友看好。通过公考遴选到

某街道的 L 同学，其寝室室友认为街道工作低人一等，

并且薪酬不高。调查显示，报名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家人

持中立和反对的意见居多。所以从家庭和社会的角度显

示，对留省基层就业还是存在很多误区和片面狭隘的想

法。问卷显示大部分家长希望子女大学毕业后能够去大

城市发展，找到一份薪水较高，体面的工作。在基层就

业不利于向上发展，大学毕业要去南方或者经济好的城

市发展，这些思想都影响了毕业生留在吉林省基层就业。

真正留省留在基层就业的毕业生扎根基层又被边缘化，

没有得到一个展示才华的锻炼平台，基本做的都是整理

文件，写写新闻稿等日常性工作，经济欠发达地区缺乏

项目或者大型工业和科技型企业，基层就业的日常工作

内容比较单一，基层工作者缺乏被认同、被认可和自我

实现价值感。所学专业很难在基层岗位发挥作用，岗位

与所学专业相近或者对口的毕业生在基层一般也无发言

权，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一般情况不被采纳，同志和领导

眼中的毕业生一般处在领导权力的边缘，做决策和安排

一般是听之任之，没有一个靠前的地位，处在基层单位

也无持续性的激励机制，做与不做一般变化不大，做多

还容易出现过多问题。

二、基层就业缺乏职业自豪感，无有效奖惩机制

毕业生在基层就业的积极性和踊跃性直接影响办事

的效率和工作的质量。毕业生身在基层，毕业生的工作

引导毕业生留在吉林省基层就业创业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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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联合出台了多部保就业促民生的法律法规。吉

林省为了做好高校毕业生留省留吉就业创业，多部门联合发布了一揽子优惠政策。东北振兴吉林省振兴人才是关

键，为了更好的留住人才，本文采取资料法、电子文献检索法并结合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实际提出相关的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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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直接影响基层的百姓生活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调查发现，大多数留省基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主要是出

于先就业，然后有机会再择业，日常工作主要是写写材

料，跑跑腿，做一些零碎的工作，缺乏工作热情。周围

的老同志一些不好的示范作用也让原本就微弱的职业自

豪感荡然无存，扯皮推诿，迟到早退，给基层团队带来

了很坏的效果，周围服务的群众或者集体对基层工作人

员的不尊重，也直接导致工作的自豪感较低，没有工作

热情，缺乏对本职工作的认同度。以上因素导致，一部

分同学人在曹营心在汉，编制在基层岗位上，但是已经

着手准备考研或者跳槽考取更合适的地方，直接影响了

基层经济和社会主义基础建设。长期在职业生涯中缺失

对职业的获得感和对做事结果的成果感，直接导致其自

身对基层工作缺乏认同感，内在不认同自己的立身之本，

从而导致周边的人事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最终限制了基

层工作者潜力的发挥，对基层工作产生了阻碍作用，事

业产生了堵点和漏点，口口相传，影响了下届毕业生对

留省基层就业的印象。问卷显示，留省基层就业的毕业

生职业成就感和获得感显著下降的原因一是所学专业未

能所用，终日惶惶一无是处。留省基层就业的毕业生，

在基层一线，一般做的是机械的事务性工作，很难接触

到大型活动，参加的会议和有限的活动是体验性和参与

性的，与本职工作和专业特长关系不大。

三、基层就业毕业生心态失衡，心理落差大

期望的工作岗位与实际的工作环境和内容有较大的

现实差距。到村镇任职的基层毕业生，日常要协调很多

村民生产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家长里短，瓜田李下话

桑麻的事情很多，还要参与到实际的生产耕种当中。在

街道和乡里任职的毕业生，除了下村和走片之外，主要

从事党建和一般事物性文献材料的撰写。另外一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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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村镇任职的毕业生，有很多是在城市里面生活多年，

不习惯村镇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村镇的生活与其长期生

活的条件反差太大，也造成心理有落差。采访的 B 同学

考取的选调生，在某村镇任职，早八晚五，早上起床上

班，镇上都没有什么人，和平时生活的环境反差太大。

表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适应农村生活，目前农村虽然

搞了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建设，家家户户都有了较好的

厕所，但是和城市里面的自动冲水坐便还是有较大差距，

烧柴做饭，与城市里面的煤气灶差别较大。个别南方生

源留省基层就业，语言也有不利因素，由于听不懂村民

的方言，交流起来非常不便利。角色非常难以转变，刚

刚走出校园的青涩大学生，来到基层就业，无论是待人

接物、为人处事、还是工作流程、工作的摆布都是非常

陌生，非常新的知识，从校园走入社会，校园内的学院

派作风随着惯性也带到了基层岗位，学校的懒散、散漫、

组织松散等特点也随之带入到基层。缺乏基层工作的训

练，一下子摸不着头脑，领导和同志说的反话正话都很

难琢磨出来真谛，身心都感觉难以胜任基层工作，基层

环境又没有很好的心灵出口和文化氛围，很容易给人造

成孤独感。校园生活有老师、有同学、有室友、有男女

朋友朝夕相处，这种交流惯性带入到基层生活，一下发

反差较大，无倾诉和交流对象，尤其乡镇生活，基层设

施不发达，没有像城市一样的文化和娱乐场所，内心的

压力无处宣泄，绝大多数留省基层就业都是背井离乡，

身边没有亲人朋友，久而久之，给基层刚刚就业的毕业

生造成孤独感。一位采访过的基层毕业生W同学，在

某基层金融企业任职，有编制，工作稳定，但是工作了

半年之后选择了辞职，就是因为早八晚五，背井离乡，

身边没有亲人朋友的陪伴，心灵感到了极其严重的孤独

感，最终选择了放弃。

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四条建议。

第一、建立切实贴心的招募机制。

合理设置招聘流程。目前留省基层就业的选调生是

笔试、面试、政审，政审要来学校调取学历学位信息和

成绩专业等信息，有部分同学笔试面试很靠前，但是成

绩或者学历不符合要求，导致毕业生在准备一次考试中

投入很多精力，但是没有成功上岸，同时对基层来说，

也损失了一名有就业志向的毕业生。所以建议将政治审

查前置，报名时提前审核应试者的政治面貌、学历、学

位等信息，这样既不能造成应试者白白浪费精力，也能

同时把真正有志向扎根基层的毕业生切实筛选出来。

将报考条件放开，例如吉林省施行多年的基层选调

生报考条件，一是当年的应届毕业生身份，二是政治面

貌必须是党员或者是预备党员，三是学习成绩要好，这

三条刚性条件将大部分考生拒之门外。如果适当放开招

募条件，将大大扩充报名生源，例如将应届毕业生改为

往届可报，这样可以让有更多经验和社会经历的毕业生

尤其经历过撞“南墙”知道工作来之不易的往届毕业生

安心工作，留住真心有志向投入到基层中，踏实为基层

服务。很显然，将政治面貌放宽会进一步更好的扩充基

层工作队伍，也会让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得到更充分的就

业机会。

继续创新发布招聘信息，建立退休和招聘联动机制，

将未来 2-3 年空出来的岗位提前公布，招聘实习和见习

或者公益性岗位，将招聘关口前移。为了达到人职匹配，

做到充分就业，降低离岗率和掉头率，建议在招聘公告

发布时，附加详细的岗位描述，工作环境，尤其偏远的

基层岗位，更应该如实附加描述日常工作状态，防止毕

业生因期望值高，而实际工作环境较差，导致考生掉头

现象。

增加灵活多样的约束机制，要建立网报期间、笔试

期间、政审期间、上岗期间的多元化约束机制、用人单

位走了一个招聘流程，最终招聘者违约了，这样会给用

人单位带来很大的损失，建议把违约纳入到社会信誉体

系，除不可抗拒因素外，如健康、自然灾害等，没有履

行签约义务的应聘者都要受到限制。

设定多元化入围测评体系，目前吉林省公务员、事

业编、选调生都是采取笔试 + 面试确定最终入围人选。

有不少省外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想家而最终离岗。

建议按照不同条件给予加分，例如省内生源报考本省、

报考户籍地给予分级加分，一是刺激留省留市，人才回

流，二是守家守业的生源安心工作的比较多，能够为基

层留住，筛选出匹配的人才来。减少因工作岗位离家较

远而导致的人才流失。为了提高招聘者的综合素质，建

议引入综合素质加分点，获得过国家级奖学金、发表过

高层次论文，获得过省市国家级荣誉的，可以考虑给予

加分。

第二、完善岗前岗内培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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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专业不对口，没有工作经验，快速进入角色的

最好办法就是岗前培训，针对不同岗位要开展分类指

导，避免“大帮哄”“一锅汤”现象，村镇和城市因

环境不同，要分开培训，岗前培训主要解决宏观思想

和认识方面的问题，岗内培训主要解决工作当中的实

际问题。

做到培训专业化，教育、行政、管理、公安要分开，

精细化专门化制定本行业的培训内容。而需要不断学习

的岗位，如医学、计算机等门类，可以安排制定中长期

系统的培训方案，请结合不同岗位实际的需求，邀请相

关专业人士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可以去定点医院、高校、

学校、法院等专门单位，观摩培训。岗内个性化培训，

广泛征集意见，将有利于开展工作并且群众学习意愿强

烈的培训内容及时组织专家进行培训。

第三、合理设立薪酬等级。

薪酬结构是吸引报考的主要充分必要条件，高薪酬

可以弥补工作条件差这项短板，尤其偏远山区，贫困乡

镇，如果想要留住人才，除了人才主观的志愿，更主要

的是薪酬待遇。薪酬待遇好，更能够稳定住人才，降低

人才流失，减少人员跳槽，让工作人员安心本职工作。

较好的薪酬待遇，可以刺激职工更加努力工作，对工作

更有积极性，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剂强心剂。对支农、

支医、支教、到边境和少数民族等艰苦地区的职工，薪

资给予有力倾斜。应该高于本省平均工资之上。将绩

效考核和多元化的补贴结合起来，工作优异的，做的好

的，做的到位的要想方设法给予补贴和奖励，年终奖和

第 13 个月工资要要给予适当倾斜，最大程度的调动偏

远艰苦地区职工的积极性。补贴和奖励与绩效考核结合

起来，才能最大化的激励做事和干工作的同志。

第四、强化留省基层就业政策宣传营造良好舆论

导向。

要把毕业生留在吉林省，留在基层就业，就要把涉

及到的政策、制度面向毕业生宣讲清楚，不留死角，做

到应知尽知。把宣传做到寝室，食堂各种媒体上，让要

留在吉林省，要留在基层就业的声音占领舆论高地的风

向标。使毕业生直观的了解到各类政策，利用 VR 等新

媒体手段，让毕业生沉浸在其中，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基

层就业环境和基层就业的光荣使命，在学校的大屏幕上，

寝室的电子显示器上，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客户端上，都

要有直观的宣传视频和推荐活动宣传。

广泛宣传基层优秀工作者，基层就业之星，三支一

扶小能手等先进典型，在高校，在人口密集地方，集中

宣传留省，留在基层就业的人物典型和先进做法，让广

大学生和人民群众，学生家长都能够将留省留在基层就

业的先进思想植根于他们的脑海之中。协同当地的教

育局和人社局做好留省和留在基层就业推荐活动，每年

定期上半年下半年要有留省留在基层就业推荐进校园活

动。利用易拉宝、宣传单，结合每篇和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宣传手段，将留省留在基层就业的先进声音无死角的

宣传到位，深入内心。针对经常招聘不满，奇缺人才，

专业人才，建议到培养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采取精

准推荐和宣传活动。利用校友会和老乡会，激发其内心

爱乡之情，感召其主动投入到返乡创业和留在吉林省基

层就业。

总体来看，留省，留在基层就业目前遇到的困难

主要有，社会认同度低，职员缺乏职业自豪好，亲朋

好友对基层工作者缺乏认同感，期望值与现实工作反

差大等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根本原因导致留省就业

率低，报道后离岗率高，部分岗位招聘不满，及特殊

岗位招聘不到职员，日常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宣传和

人员管理不到位，薪酬分配欠均衡，重点贫困地区没

有补贴。

建议继续完善招聘遴选机制、岗前和在岗培训机

制、考核机制、薪酬补贴机制、宣传机制和监管机制 ；

用人单位和高校加强联系，将拟招聘岗位前置，强化

用人单位对准毕业生的横向管理和指导，基层单位要

信任新到岗的工作人员，给予新同志全方位的使用和

及时的培训帮助，制定合理完善的考核机制，做到奖

罚分明 ； 高校要做到正向的思想引领，做足做好，开大

马力把留省、留在基层就业的先进思想植根于毕业生

的思想深处。大学生个人层面要加强角色认知、端正

择业动机、提高参与基层事务的能力、强化身体和心

理素质、科学规划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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