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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因素

等对学生的留疆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目前还有近50%的学

生尚未考虑去向或者不愿意留疆，该部分学生是留疆的可

争取变量。

引导疆外生源大学生留疆建设对策

1、强化铸魂育人，引导毕业生扎根新疆

将就业指导及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专业化、思政元素

化、全程化、个性化。强化师资力量，将思政元素、爱疆

情感教育、基层就业政策等融入就业指导及职业生涯规划

指导，引导学生了解新疆、建设新疆。尽早开设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以及就业指导课程，越早开展，职业目标越早确

立，将给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以及职业能力提升提供更多时

间。[4]通过提交职业生涯规划书、座谈等多种方式充分、

及时了解学生职业目标“全景图”，进而动态调整就业指

导方案，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同频共振，提升育人合力。建立

以思政课程教学为主渠道，课程思政为关键补充，实习实

践为重要载体的育人体系。将“成才观、择业观”融入思

政课程，利用思政课程的思想性，引导学生积极服务地方

经济建设和发展；充分挖掘其他各门课程中的价值元素和

思政元素，通过“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引导学生树立扎根新疆的职业理想。例如，建设专业课程

思政教育实践基地，将“石油味”“新疆情”注入课程之

中，深化价值引领，激发服务新疆的“内驱力”，增加服

务基层的吸引力，提升扎根新疆的“源动力”。

2、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强化招生-培养-就业工作

联动

建立“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专业结构调整主

动对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和社会

需求的契合度，提升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

提增企业和社会的满意度。做好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关注

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变化，了解用人单位的培养反馈，切

实将学生培养质量和就业数据作为招生安排、转专业名额

计划、专业培养方案调整、教学改革等方面的重要参考；

为提升毕业生留疆率，适度扩大西北、西南、华中、华

东等地区招生比例，进一步完善招生-培养-就业工作联动

机制。

3、积极开拓就业市场，打造政校企联合育人新局面

充分利用新疆办学优势，积极开拓疆内就业市场。建

立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体系，突出产教融合，依托新疆办

学特点和产学研合作优势，通过建立企业工作站、共建实

习实践基地、聘请新疆企业导师参与教学等多种途径，引

导学生以井场平台做教室、以山川大地为课堂、以企业文

化为教材，在企业一线体验提升对新疆的了解程度，在基

层生产一线提高知识融合度，为培养可堪大用、能担重任

的新疆建设者打下坚实基础。

4、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营造良好育人文化氛围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强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

信精神的引领作用，注重营造引导毕业生赴新疆基层就业

的文化氛围，提升校园文化浸润力。做好留疆毕业生的发

展跟踪，选树一批立得住、叫得响的先进典型，建立“优

秀校友库”，开展经验分享、座谈交流、专题讲座、文体

比赛、编排就业典型舞台剧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增强校友

与在校生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创新平台载体，架起引领

工作“新引擎”，以“互联网+新疆就业”方式弘扬学生

身边榜样力量，依托公众号、抖音、B站等直播平台，讲

述校友、榜样的故事，引导师生共筑我为祖国献石油“同

心圆”。注重“仪式感”，如出台毕业生新疆就业表彰办

法，举办“新疆就业毕业生出征仪式”，学校主干道两侧

悬挂新疆就业典型学生宣传材料等，通过环境氛围浸润，

引导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结　语

新疆受制于地理位置与环境的影响，人才流动大。若

要打造人才“蓄水池”，仅依靠学校尚不能充分发挥“蓄

水池”的“虹吸效应”，还需地方政府和企业扎实做好人

才服务基础工作，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

阔的天地，确保人才留得住、用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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