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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豆嘉欣

最近找到了工作。她说：“大学生就

业创业服务驿站的老师连续几个月

帮助我改简历、投简历，非常感谢老

师专业细致的辅导。”

2024年春招以来，甘肃省人社部

门组织百名专业就业创业指导师走

进高校，从就业观念转变、职业选

择、简历诊断、面试技巧等方面开

展“一对一”就业创业指导。同时

导师们针对高校毕业生易出现的

焦虑等问题，通过具体案例讲授、

对比分析研判、对话沟通交流等，

帮助高校毕业生改变认知、找准定

位。

就业指导只是其中一项。从

2024年 2月开始，甘肃省人社部门在

25所高校建立了大学生就业创业服

务驿站，设置专人专岗、专属区域，针

对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技能培训、见

习实习等常态化提供“一站式”就业

创业服务，将就业创业服务提前向校

园延伸。

“不能等到大学生要毕业才谈就

业帮扶，我们将就业服务前移，在大

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始做好就业服务

工作。”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高校毕业生就业办公室主任赵斌

说，“我们通过整合政府政策资源、企

业岗位资源、高校育人资源，构建‘一

站式’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生态圈，

及时解决传统就业服务在企业需求、

政策红利与高校人才培养三者间存

在的‘信息差’等问题。”

今年年初，甘肃政法大学学生吴

莹参加了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驿站

组织的访企活动。通过近距离接触

企业，吴莹提前了解了企业的工作场

景，熟悉了企业的用人需求。

“企业与毕业生之间信息不畅

通、不对称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大的

难题之一。”兰州市就业和人才服务

局人才服务科科长梁小燕说，“我们

尽可能整合社会资源，创新毕业生就

业活动形式，搭建企业和毕业生之间

对话的桥梁。”

谈到今年的就业工作，甘肃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高校毕业生就

业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李海鲜说，驿

站将在校内宣传好国家“三支一扶”

“西部计划”以及地方性“兰州市大学

生留兰倍增计划”等政策措施，鼓励

引导大学生服务基层、服务西部。

“我是吉林人，在甘肃上学的4年

时间让我喜欢上了这里。驿站实实

在在帮助了我。”去年毕业前夕，兰州

财经大学毕业生刘艺通过学校大学

生就业创业服务驿站了解到“兰州市

大学生留兰倍增计划”，她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申请了该计划，随后人社部

门工作人员和她进行了深入沟通，帮

助其完善简历，并为刘艺和她心仪已

久的公司牵线搭桥。不久刘艺就得

到该公司实习机会，半年后，她顺利

成为该公司一名正式员工。

截至目前，甘肃省25所大学生就

业创业服务驿站已开展就业指导活

动、实习见习职业体验活动、校企互

访等各项就业创业活动共计 491 场

次，服务高校毕业生11.54万人次。

赵斌表示，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

驿站的建立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而

是通过机制创新、数字赋能、生态重

构，实现聚变效应。“今年我们将持续

以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驿站为纽带，

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区域发展，让更

多高校毕业生在‘校门口’走稳、走

实、走好就业路。”

本报讯 北京市欧美同学会《北京归国

留学人员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在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论坛上发布。《蓝皮书》从地缘基础、留居意

愿、实际选择等方面对北京归国留学人员

数量及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

《蓝皮书》显示，截至 2024年年底，北

京归国留学人员数量为122.85万人。北京

归国留学人员有 3个特点，一是 60%以上

留学美国和英国，其中 33.6%留学美国，

27.3%留学英国，其余为澳大利亚、德国、

法国等国家，体现了留学人员日益广泛的

全球化分布；二是硕士和博士占比 75%以

上，反映出北京归国留学人员主要是在本

科毕业后出国留学，高学历高素质是其显

著的特征；三是行业分布集中在科技、经

济、教育领域，其中从事科学技术领域的占

比最高，达到20.8%，经济领域占比19.5%，

教育领域占比17.8%。

《蓝 皮 书》显 示 ，根 据 全 球 化 智 库

（CCG）的分析统计，截至2024年7月，中国

科学院院士有 403人在北京工作，其中具

有留学背景的 302人，占比达 75%。中国

工程院院士有 448位在北京工作，其中有

留学背景的 211位，占比 47%。“这反映出

北京归国留学人员扎实的学术功底、国际

化的视野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引领北京科技

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推动高水平

科技创新和关键技术突破提供了重要助

力。”北京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

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贾晓启说。

《蓝皮书》显示，归国留学人员来北京后初次找到

工作的效率最高，82.8%的人员回国半年内找到工作，

反映出归国留学人员在国内就业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

争力和适应力。此外，从调研的情况看，78%的在京归

国留学人员目前在北京就业，14.2%的在京归国留学

人员在北京创业，说明留学背景对创新创业具有积极

作用。

此外，在京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领域主要集中

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例如，人工智能、

先进通信网络、超高清视频和新型显示等领域占比为

22.2%；科技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占比19.4%，创新

药、新器械等医疗健康领域占比17.6%。

《蓝皮书》认为，融资困难、人力成本和运行成本

高，是北京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中遇到的主要困

难。融资服务和市场开拓是北京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

业服务的主要需求。 刘琴

▶ 新华社记者白丽萍

本报讯（记者张伟）3月30日，

在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北京国际青

年创新发展论坛上，北京海外学人中

心联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发布《2025全球青年科技创新发展报

告——新质人才的实践价值与服务

网络》(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出

“新质人才”这一重要概念，认为“新

质人才”是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

的高水平复合型创新人才。

报告指出，在人工智能、量子科

技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的背景下，具

备跨界能力、创新思维和全球视野的

“新质人才”，正成为推动培育新质生

产力进程中的核心力量。作为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源组成，新质人

才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与新质生产力

相互赋能共同发展。报告认为，新质

生产力发展从提升创新质量、展现创

新实力、形成创新理念、完善创新保

障等4个方面支持新质人才发展。同

时，作为创新研发、产业推动、合作开

拓、情绪带动的重要参与者，新质人

才深度参与新质生产力进程，在新技

术、新业态、新发展、新氛围的总体塑

造中发挥重要作用。

报告建议，从优化创新发展实践

载体、建设产业驱动转型载体、完善

生态宜居空间载体、强化发展治理协

同载体和打造国际青年交流载体的

“五载体”出发，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

相适应的人才发展体系和服务网络。

据悉，北京国际青年创新发展论

坛创办于 2021 年，已成功举办过 3
届，是北京重要的国际青年人才交流

平台和重大政策举措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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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全球青年科技创新发展报告》发布

新质人才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力量

北京发布外国专家
和海外人才“服务包”
本报讯（记者张伟）3月30日，在2025中关村论

坛年会北京国际青年创新发展论坛上，北京海外学人

中心联合北京边检总站、北京市科协、北京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和北京市海淀区

委区政府，共同发布“在京国际组织外国专家和海外人

才服务包”。围绕出入境便利化、国际交流、人才引进

和融入服务4个方面，推出14项创新举措，为国际人才

提供从“落地北京”到“扎根北京”全链条服务，向世界

展示“北京欢迎你”，助力国际组织在北京发展。

“服务包”实施后，国际组织邀请来北京的外籍专

家可享受通关及出入境相关便利政策。国际科技组织

在北京开展交流活动，将获多项赋能。“服务包”将提供

综合职场服务，支持在北京专家学者到国际科技组织

任职履职，推荐优秀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实践，支持

在北京国际组织申报公派出国留学项目。人才引进方

面，国际组织所聘用的留学归国人才可办理留学人员

工作居住证和人才引进。外籍人才还可享受文化交

流、医疗补助、健康管理、学习培训、就业创业、便捷生

活等多方面一系列融入式服务。

4月1日，全国工商联、教育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湖

北省武汉市举办2025年度“百城

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动员部署

会暨湖北省专场招聘活动。

2025 年度“百城千校万

企”促就业行动围绕培育就业

扩容提质新动能、加大岗位挖掘

力度、组织民企进校园活动等8
个方面展开，为高校毕业生求职

和民营企业招聘搭建供需对接

平台。

图为求职者在湖北工业大

学专场招聘活动现场了解岗位

信息。

新华社记者伍志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