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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既是其自身成长成才的内在需要，也是

有效解决基层人才困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目前高校毕业

生面临政府政策落实监督难、高校价值观引领不足、学生就业观存在偏差等现实困境。基于此，本文从

“政府联动：增强面向基层就业的吸引力；高校引领：提升面向基层就业的适应力；学生自觉：培养面

向基层就业的竞争力”提出对策建议，有效缓解基层人才短缺问题，也为我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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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uates are the precious human resources of the country, guiding and encouraging the employ-
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not only the internal need of their ow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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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lent,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dilemma of grass-roots tal-
ents,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
cialist country. At present, college graduates are faced with such realistic difficulties as difficult su-
pervis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nsufficient guidance of college values and 
deviation of students’ employment view.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Government linkage: 
enhancing the attraction of grass-roots employment; Leading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
ing the adaptability to grass-roots employment; Students’ self-awareness: Cultivating the competi-
tiveness of grass-roots employmen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ffectively al-
leviates the shortage of grass-roots talents, and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talent support for the in-
depth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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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时代意蕴 

1.1. 引领基层就业观新取向 

在社会转型升级、多元文化碰撞的背景下，高校毕业生价值观容易被网络思潮所影响，易受社会不

良思想所侵蚀[1]。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新时代背景下激励高校毕业生奔赴基层就业，可以重塑他

们的就业观，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大学生价值观是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健

康的价值观能帮助高校毕业生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有利于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锤炼坚韧的意志。而乡

村振兴能让高校毕业生看到自己肩负的时代使命，深刻领会到投身基层就业有利于实现人生价值，应踊

跃投身基层就业。 

1.2. 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高校作为我国现代化高素质人才的培育摇篮，也是大学生实现成长与成才的温馨港湾，高校毕业生

服务乡村振兴是高校基本职能的具体体现。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乡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仍依赖知识结构陈旧的干部。由于人才的严重短缺，乡村发展受到极大制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急需引进一批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高校在为乡村振兴输送人才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积极引导毕业生

投身基层就业，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优质的人才力量，有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1.3. 推进乡村治理纵深发展 

若缺乏乡村人才的振兴，乡村振兴便难以获得有力支撑。大学生拥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秉持现

代化的生产生活观念。在毕业后前往基层就业，不但能够成为乡村振兴的学习传播人，还能成为乡村振

兴的实践带头人。相较于传统的乡村组织者，新时代的高校毕业生更善于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引进高新

技术和现代化发展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构建起新时代的农业生产体系，为乡村农业的富强贡献力

量。此外，高校毕业生为乡村振兴服务有利于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高校毕业生掌握一定的生态文明知识，

到基层就业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增进村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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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推动毕业生基层就业的实践探索 

2.1. 开展基层就业政策宣传  

为增进高校毕业生对基层就业的了解，促进其深入了解基层就业的内涵，高校应主动开展基层就业

政策宣讲活动，通过网络、宣传栏、主题教育等开展基层就业宣传。促进高校毕业生对乡村振兴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就业项目的了解。 

2.2. 培养毕业生基层就业能力 

高校应注重毕业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邀请专家到校开展基层就业系列讲座，开阔学生学术视野，

加深学生专业认知，培养学习、研究兴趣，树立职业规划意识，为将来的就业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引

导学生参与到教师科研活动中，大力倡导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践，全面提升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素质和竞争

力。使得学生就业能力显著提升，获得感倍增。 

2.3. 出台基层就业奖励政策 

高校为鼓励毕业生扎根基层，着力解决毕业生基层工作面临的经济困境，陆续推出诸多奖励举措。

当高校毕业生前往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就业、且履行特定服务期限时，会给予学费补

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本专科生每人每年补偿代偿金额最高可达 12,000 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为

16,000 元。此外，这些高校还明确，毕业生在获得学校给予的奖励外，还可享有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

此类优惠政策一方面有效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对那些处于犹豫之中的毕业生

起到激励效果。 

3. 高校毕业生深入基层就业的现实困境  

3.1. 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弱，政策落实监督难 

一是政策制定执行与监督服务过程中遭遇梗阻会严重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于国家和地方开展“三

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以及“城乡社区专项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未能真

正“深入人心”的实施到位，影响到政策的切实运行。二是基层就业政策不完善，缺乏吸引力和执行力。

国家为鼓励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就业，积极出台并落实相关配套政策，但社会整体保障体系尚未健全，

政策导效力和执行力还比较欠缺[2]，导致激励政策落实情况还需要后续跟踪监督。三是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门的职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在引导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方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承担着

宣传和咨询的职责。然后职责分工的不明确，导致大学生并不了解基层就业的相关政策，对于基层就业

十分抗拒，最终影响了高校毕业生的基层就业参与度。 

3.2. 高校思政教育待强化，价值观引领不足 

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待强化。调研表明，不少学生对基层就业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受

社会和教育环境影响，部分高校毕业生形成错误就业观念，觉得在大城市或知名企业工作才体面，去基

层就业没面子[3]。同时，一些大学生对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和发展潜力认识不足，认为基层就业环境差、

待遇低、缺乏发展空间，进而削弱了扎根基层发展事业的动力。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体系有待

完善。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课程，能够塑造大学生的正确就业观。而有些高校仍延

续传统的就业思维，没有将就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在育人能力上相融合，导致未能有效引导大学生认清当

前就业环境。三是就业观指导及支持服务体系需要改进。部分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平台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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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量的就业信息，但却无法实现精准搜索，导致毕业生无所适从。同时，用人单位与就业市场的信息

通过平台发布，结合毕业生需求和自身特点的精准推送不足，导致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信息不对称。久而

久之，高校就业部门和官方网站就会变得形同虚设。 

3.3. 大学生价值取向失衡，就业观存在偏差 

一是乡村建设对人才需求巨大，然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观念较为落后，二者形成矛盾。 
如今我国已整体进入城市型社会发展阶段，但从国家和地区发展规律来看，城乡将长期并存，未来

乡村将承载大量人口。但人才流失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二是大学生自身定位过高

与基层单位条件严峻相互制约。高校毕业生普遍有着较高的就业预期，依旧秉持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发展

的理念，即便专业不对口也不情愿到基层工作。三是大学生就业价值取向与家庭对其择业期望相互冲突。

家长普遍希望孩子在大城市立足并拥有稳定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就业。 

4. 推进高校毕业生深入基层就业的对策建议 

4.1. 政府联动：增强面向基层就业的吸引力 

一是增强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应当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政策予以高度关注，在其内部进行科学合

理的任务分配，清晰界定各职能范畴。那些涉及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大学生基层就业的部门，需要紧密配

合开展工作，务必保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有专项事务跟进以及有专款用于和相关部门进行对接交流。

基于对宏观政策的解读，拟定出详细的执行措施，切实保证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大学生基层就业属

于国家主导型的就业机制，政府应构建多管齐下引导基层就业的公共政策体系[4]；与此同时，充分激活

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一方面减轻政府自身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实现广泛吸纳各方智慧，强化社会监

督效力，促进政府与各相关部门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更好地辅助政府的决策规划与执行推进。二

是发挥人力社保部门职能。全面落实稳岗拓岗各项政策，发挥人社职能作用助力壮大民营经济，扎实做

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实现“就业稳、人气旺。经济活、事业兴”。人社职能部门要千方百

计拓展就业容量，加大重点群体帮扶力度，努力提升就业质量和就业能力，积极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

业。持续优化相关办事程序，使其办理过程更加系统有序、规范合理。三是打造基层单位留人环境。人

才振兴是基层振兴的关键，面对当前基层事业单位“引人难、留人更难”的现实情况，建议通过强化“引

留”机制、畅通晋升渠道、提高薪资待遇以及全面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等举措，实现基层人才队伍“引得

进、用得好、留得住”，让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单位工作得顺心、安心。 

4.2. 高校引领：提升面向基层就业的适应力 

一是引导大学生就业观转变。协助高校毕业生清晰认知当前严峻的就业局势，摆脱就业观念的误区，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首先需对他们开展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工作，促使高校毕业生将

个人的人生规划与社会的发展动态相联结，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相契合。让他们明白只有将自身人生与国

家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才能够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才能有所成就、有所贡献。而响应党和国家的呼

吁投身基层就业，无疑是实现自身理想和目标的最佳途径。二是推进教育教学体制改革。高校应当充分

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与地缘优势，从人才结构培养、办学体制、社会实际需求以及管理形式等诸多方面

着手，全力推动高校教育教学体制的改革进程，以此来增强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就业方面的综合素质与能

力。三是优化就业激励与服务机制。首先要构建创新型的就业激励体系，对高校毕业生参与基层就业的

奖励措施进行创新和细化，针对自愿前往基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实施专项奖励激励机制，在评奖评优方

面也应当适当向到基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予以倾斜。同时要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高校就业服务体系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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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就业服务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目前高校使用频率最高的就业服务体系，所以高校必须紧

跟时代步伐，构建起完善且先进的信息化就业服务网络。 

4.3. 学生自觉：培养面向基层就业的竞争力 

一是转变就业观念。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高校毕业生要对自我有个清晰的认知，转变传统的

“铁饭碗”观念，树立起“先就业、后择业”的思想，勇于尝试不同的职业和岗位，灵活就业、敢于创

新，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同时，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基层就业，突破传统就业观

念的误区。二是完善素质养成。高校毕业生要想投身乡村振兴的宏伟事业中，就必须不断提升就业技能

和综合素养。紧跟时代步伐，践行“终身学习”。并且要锤炼出能够扎根基层的踏实作风，立足于工作岗

位奉献自己的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深入基层为群众办实事，赢得群众的支持与尊重。在基层工作中，要

充分运用理论知识，具备扎实的实操能力，做到随时能够胜任工作，增强带领群众走向致富道路的能力。

三是达成家庭支持。家庭教育在高校毕业生就业观的培养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家长的价值观会对子女产

生深远的影响。家长应以正确且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看待基层工作，要认识到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

基层工作极具发展潜力，消除认知偏见，同时加强高校毕业生的认同感教育，提高他们对基层就业的认

可程度，引导他们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基层就业。家长应根据高校毕业生的兴趣特长和专业方向，积极引

导其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尊重子女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择业选择，避免将自身意愿强加给子

女，鼓励并支持高校毕业生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祖国和社会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展

现自身价值、建功立业。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将焦点置于乡村振兴战略下大学生基层就业的现实情境之上，从理论和实践

双重维度加以考量，着重探讨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一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投身基层就业所蕴含的

时代价值。协同探究乡村振兴与大学生基层就业，乃是对党的“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有关“三农”工作

重大决策部署的踊跃响应与切实贯彻。其一方面可为乡村基层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另一方

面，有益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社会主义价值观深入大学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强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有力助推大学生实现自身的成长

与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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