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构建

“三

全”

就业

育人

体

系，

打造

“四

好”

就业

品质

工程

围绕卓越校建

设重点，构建

“全过程、全

方位、全员参

与”的“三全

”卓越就业育

人体系，打造

“就业教育好

、就业服务好

、就业质量好

、就业评价好

”的“四好”

卓越就业品质

工程

学校的就业工作

目前重点以放在

学生毕业学年的

就业季期间，虽

然在学生在校期

间，开设了就业

创业课程，举行

了一些就业创业

活动和创新创业

活动比赛，也很

重视“双创”实

践，学校“三全

”育人体系也提

到了就业育人，

就业工作也成效

显著，可是还没

有形成就业育人

的一个系统，缺

乏一股强大的合

力，就业工作开

展有些艰难，就

业质量特别是升

学深造、就业帮

扶还存在大有可

为的空间。

通过构建“

全过程、全

方位、全员

参与”的“

三全”卓越

就业育人体

系，打造“

就业教育好

、就业服务

好、就业质

量好、就业

评价好”的

“四好”品

质工程。切

实推进学校

就业创业工

作从“品质

”到“品牌

”的蜕变

① 从就业创业课程体系入

手，《职业生涯规划》《创

业基础》《就业教育》三门

课程入课堂，贯穿大学三

年，每门课程线上线下总课

时不少于32课时，占2学分

。加强对就业创业规律的研

究，改进教学方式方法，不

断提高课程质量和实用性，

让学生在校期间得到系统的

就业创业通识教育。

② 从双创教育和实践入

行，推进专创融合，建立一

支20人以上创业导师团队，

培育一批30人以上的激情创

业种子，孵化一批30个以上

的优质创业项目，扩大湘商

创业园建设，打造优质创业

孵化平台，营造一种开放创

业氛围，不断丰富创业工程

的内涵，以创业带动就业，

引导、鼓励、支持有创业意

愿的大学生创业梦想得以实

现。

③ 从就业信息化建设出

发，构建校内外信息化云平

台，建立校企之间、政校之

间、校际之间和师生之间的

信息网络，充分发挥网络资

源优势，实现在线就业教育

、信息共享、政策发布、网

上招聘、指导咨询五位一

体，云平台入驻企业6000家

以上，实现远程面试模式，

让学生获得高效、便捷的就

业服务。

 完成预期目

标：❶开设了

《职业生涯规

划》《创业基

础》《就业教

育》三门课

程，每门课程

32课时。2学

分。❷建立了

校内外创业教

师团队，培养

了一批创业苗

子。❸充分发

挥就业云平台

的作用，入驻

企业达到6201

家以上，就业

信息化建设给

学生就业提供

了更加便捷的

服务。

（1）坚持“三点”发力，

“细实精”结合，开展就业

指导服务。

①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和工

作考评为切入点，做细就业

过程管理。

② 以专升本、政策性岗位

为着力点，做实就业品质工

程。积极鼓励学生参加西部

计划、基层就业、大学生应

征入伍和大力推进学生专升

本，毕业生专升本人数争取

突破15%，达到460人以上。

③ 以建立精准就业帮扶机

制为突破点，做精就业帮扶

服务。对建档立卡生托底帮

扶，100%就业，就好业。

（2）坚持“四面”支撑，

“改训助”结合，提升学生

就业能力。

①优化课程，改进方法，全

面支撑学生职业生涯发展。

利用教学云平台对学生职业

生涯进行跟踪，全过程指导

学生不断科学修正个人职业

生涯规划。

②丰富活动，训赛相辅，全

面提升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

。利用就业创业活动月、互

联网+、黄炎培职业大赛

等，增强求职技巧，提升竞

争力。

④ 校企互动，多方协同，

全面拓展优质高效就业市场

。云就业平台入驻企业增加

1000家，达到7000家以上。

⑤ 多层反馈，教研同步，

全面提高调研反馈评价实效

。

完成预期目

标：❶对就业

创业职能部门

和二级学院的

就业工作考核

有明确的考核

细则，并纳入

了部门年度考

核范畴。❷疫

情影响了就

业，学校大力

鼓励学生专升

本，501人如

愿考入一本学

校，占毕业生

就业率

16.48%❸对65

名建档立卡生

精准帮扶，就

业率100%，满

意度100%。❹

互联网+和黄

炎培大赛报名

人数2000以

上，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❺

不断拓展就业

市场，就业云

平台入驻企业

7500余家。

① 高质量推进就业创业服

务工作，厘清思路，明确

重点，建立台账，因人施

策，围绕学生就业创业出

新招、实招、硬招寻找新

方法。就业率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5%以上，就业质量

进一步提升。

② 高标准落实就业创业“

一把手工程”督查要求，

在顶层设计、保障措施、

工作效果和就业困难毕业

生帮扶等方面展现新作为

。在争取优秀的基础上，

更要在专升本、创新创业

、毕业生就业评价等方面

凸显特色和品质，专升本

人数达到500以上，毕业生

就业评价力争100%满意率

。

③ 高水平推进双创实践，

谱写双创教育新篇章。一

是加强双创通识教育，以

科研促学，搭建双创实践

平台；二是推进专创融合

教育，以竞赛促训，搭建

双创赛事平台；三是强化

创业实战教育，以孵化促

创，搭建双创孵化平台。

创业孵化项目新增30个以

上。

④ 回顾以往，总结成绩，

反思不足，集思广益，推

动毕业生更高质量更充分

就业，促进学院就业创业

工作迈向新征程。

 

完成预期目

标：❶召开了

三次就业创业

工作推进会，

目前学生就业

率43%以上，高

于当前全省平

均水平10%以

上，❷按照“

一把手工程”

督查要求，提

升师资水平，

安排了8名老师

参加了就业创

业TTT2培训。

另外，有1362

人正在准备专

升本考试。❸

湘商创业园扩

建，达到了

8000平米，新

增了创客书吧

等项目。❹正

积极响应上级

号召，结合学

校实际，多方

施策，促进

2021届毕业生

更高质量更充

分就业。

①2019-2021年

就业创业课程

开设情况。②

就业创业工作

系列制度修订

、完善情况

（含三级联动

、全员参与机

制）③就业网

站建设，就业

云平台入驻单

位、功能建设

。④2019-2021

届毕业生就业

率。⑤2018-

2021年学生专

升本情况。⑥

2019-2021年建

档立卡生帮扶

台帐及就业情

况。⑦2019-

2021年毕业生

就业满意度。

⑧2019-2021年

湘商创业园建

设及学生创业

情况。⑨2019-

2021年就业创

业活动开展、

招聘会开展。

⑩2019-2021年

就业创业获得

的各项荣誉及

奖励。

就业固本 创业拓源—— “就业创业品质工程”特色项目建设项目任务书完成情况

验收要点
建设要点及
主要措施

现有基础 预期目标
建设
内容

工作预期目标及完成情况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验收要点
建设要点及
主要措施

现有基础 预期目标
建设
内容

工作预期目标及完成情况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完善

创业

教育

模

式，

培育

学生

创业

意识

不断夯实双创

教育模式，从

湘商文化、商

业道德、创业

意识、创业竞

赛等多个维

度，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加

强行业企业联

系，拓宽师资

队伍来源，开

展定期调研，

政校企联动，

助推创业意识

到创业实体的

转化。

开设了《创业基

础》、《湘商文

化》等相关课

程，完成了“湘

商文化院”和“

湘商创业园”两

个平台建设，为

创业教育实习实

训提供了保障条

件；积极开展了

“互联网+”和

“黄炎培”杯等

创业竞赛，初步

形成了创业氛围

。但还存在制度

建设不完善，

1+2+N创业教育

模式内容不充

实，专创融合不

深入，创业转化

效果不明显，创

业管理体系不完

备的问题。

提出并夯实

“1+2+N”

创业教育模

式，健全创

业教育管理

制度，深化

专创融合，

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健

全创业管理

体系，提高

创业服务水

平，提升创

业转化效

果；浓厚双

创文化氛

围，营造双

创生态系

统，汇集创

业资源，培

育双创人才

。

①通过《湘商文化》《创业

基础》课程，开展湘商文化

院与湘商创业园参观活动，

并通过课程模块“创业者说

”，培育学生创业意识。

②通过打造创业项目平台，

加强创业导师与创业学生联

结；通过政校企联动，定期

进行调研，获取创业政策与

扶持资讯，加强创业政策宣

讲。

③凝练创业教育模式，找准

创业教育定位，并以此为研

究方向，开展相关研讨，探

讨创业教育模式和创业教育

实践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④收集创业培训SYB/网络创

业培训等相关资料，获取

SYB和网络创业培训的相关

资格。

⑤培养学生市场意识，指导

学生撰写创业计划书，对项

目市场前景进行分析，促进

学生从创业意愿向创业行为

的转化。

完成预期目

标：❶开设《

湘商文化》《

创业基础》以

及与之相关的

各项活动。❷

购买了创业项

目平台“投智

圈”，联结老

师与学生创业

训练。❸进一

步充实了

1+2+N模式的

内涵。❹获得

长沙市创业培

训资格。❺组

织创业训练营

。

①完成创业项目实训平台打

造，对创业导师与创业学生

进行操作培训。

②进一步落实湘商文化与创

业基础等相关相关教育内

容，通过引企入校，聘请学

科带头人、大师名师、创业

成功人士、企业家和风投专

家、成功校友担任创业导

师，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组

建一支 50～100人左右的高

水平的校内外创新创业导师

队伍，强化创新创业师资培

训，提升创业导师水平。

③聘请企业高管、政府官员

、律所律师等进行讲座，对

学生进行创业意识、创业政

策、就业创业风险等进行培

训。

④修订创业管理制度，推行

层级孵化政策。

⑤开展创业竞赛活动，以“

黄炎培”职业规划大赛、互

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为依

托，激发学生创新创业意

识，拓展创新创业能力，夯

实创业转化体系。

完成预期目

标：❶在投智

圈的基础上，

优化超星平台

的课程内容与

创业学院网站

。❷引入企业

进驻创业园，

聘请校内外创

业导师100名

。❸邀请步步

高集团陈志强

、长沙市人社

局领导等给学

生讲解创业政

策。❹修订了

《湘商创业园

管理办法》等

一系列制度。

❺积极参加互

联网+创业大

赛等相关赛

事，培养学生

创业意识和创

业能力。

①收集创业扶持政策，帮

助学生把握创业政策。

②夯实“1+2+N”创业教育

模式，充实创业教育内容

。

③创业项目实训平台全面

启动，加强师生联结。

④开展“创业月课堂”活

动、众创意识培育以及创

业读书会活动，提升学生

创业意愿。

⑤开展创业就业“校企行

”专项活动，进一步做实

结对共建，稳固双创实习

实训合作。

⑥开展创业宣传，拓展社

会知名度。

完成预定目

标：❶收集人

社厅科技厅相

关创业扶持政

策，供学生使

用。❷进一步

践行了1+2+N模

式。❸开展创

业月课堂、创

业宣传周活动

、文创集市

等，提升学生

创业意识，营

造创业氛围❹

实施校企行活

动，通过嵌入

方式，让学生

参与到企业运

营中，遴选天

猫集团、顺君

商务等企业进

行创业结对共

建❺从多个维

度宣传学校创

业活动与成效

。

①创业教育“

1+2+N”模式，

以及与之配套

的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创业

意识培育体

系，包括为培

育学生组织的

各类培训活动

、参观活动、

众创等。

②鼓励学生创

业的各项制度

。

③服务创业教

育的“三三制

”管理服务体

系

④政校企联

动，创业带动

就业实施方案

⑤学生开展众

创活动、读书

会活动、创业

月课堂活动，

培育创业意识

。

⑥媒体对我院

“创业教育”

的宣传报道。



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验收要点
建设要点及
主要措施

现有基础 预期目标
建设
内容

工作预期目标及完成情况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明确

创业

实践

定

位，

践行

层级

创业

孵化

模式

紧扣学院办学

定位，不求大

而强，注重小

而壮，专注于

小微型企业的

孵化与培育，

践行分层级的

创业孵化；不

断完善创业实

践体系建设，

拓展创业实践

物理空间，加

强校企合作；

完善激励创业

制度文件，指

导学生创新创

业；落实扶持

学生创业的“

三免一扶”政

策；助推学生

创意向创业转

化；对创业优

秀学生典型加

以宣传，并给

予进一步扶持

。

学院明确了专注

小微企业的孵化

与培育的创业实

践定位。湘商创

业园成功入选湖

南省双创示范基

地、湖南省大学

生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基地、长沙

市大学生创业孵

化基地；物理空

间已经达到3000

平米；园区功能

齐全；培育了学

生创业典型项

目；校企合作共

建双创实训基地

建设初见成效；

创业实践服务转

化支持体系基本

成型；创业管理

制度基本健全。

建成省内一

流，国内领

先的开放性

高职双创实

践基地，形

成具有引领

示范效应的

高职双创实

践模式；申

报省级国家

级创业平台

。

①明确双创实践定位，探索

双创实践模式，进行调研与

分析；

②改造升级双创物理空间，

提升双创硬件载体；

③利用校企合作优势，打造

全方位双创服务平台。设立

一站式创业企业孵化服务中

心，为创业企业提供政策咨

询、工商注册、财务代理、

税务代理、项目申报、专利

申请、法律咨询、投资融资

、技术共享、市场评估、渠

道拓展等一条龙创业服务支

撑。

④利用政企资金，支持双创

企业成长。充分利用国家对

双创的扶持政策，利用好各

级政府对双创提供的资金补

贴，对市场前景好的创业进

行投资，共同支持创业企业

孵化成长。

⑤健全机制机构，护航双创

企业孵化。设立创新创业学

院，引进优秀的应用研究人

员和产业导师，广泛开展科

技成果的创新创业培训。

⑥孵化苗圃项目50个以上，

创业孵化项目5个以上。

超额完成预定

目标：❶湖南

省科技创新创

业人才培养基

地。❷明确创

业实践定位，

专注小微企业

培育。❸升级

改造湘商创业

园3000平。❹

在阳光服务中

心设立了创业

服务平台。❺

设立了创业基

金，对学生项

目实施扶持。

❻获得创业培

训项目。❼孵

化苗圃项目

100项，创业

实体项目5项

以上。

①明确双创实践定位和双创

实践模式；将培育孵化的企

业进行三个层次的划分，分

别是创业苗圃项目、创业孵

化项目、社会实体项目，践

行创业实践层级孵化模式。

②完成湘商创业园园区创业

物理空间改造，设立校内双

创实训基地，布局合理，功

能完备。

③给每个创业项目建设网络

信息平台，安排一名以上的

创业导师，对创业过程中遇

到的市场风险、法律风险、

产品研发、营销模式、工商

税务等方面给予全面指导。

设立创业扶持基金，给予创

业企业资金帮扶。

④开展文创集市、创业宣传

周等活动，助推创业实践项

目拓展业务。

⑤线上线下结合，加强双创

指导。采用线上、线下等多

种形式一对一指导创业项

目，提供创业辅导服务，协

助培育优秀的创业企业和创

业者。

⑥新增孵化苗圃项目50个以

上；新增创业孵化项目5个

以上，总数量达到40个。

超额完成预定

目标：❶进一

步优化湘商创

业实践平台，

打造校内创业

示范街。❷形

成创业实践层

级孵化模式，

并夯实其内容

。❸对创业项

目从财务、税

务、市场拓展

、营销模式、

法律风险等方

面进行专业辅

导。❹获得省

级众创空间、

长沙市创业孵

化基地称号。

❺开展文创集

市、创业宣传

周等相关活动

。❻通过创业

实践平台，提

供创业服务。

❼新增苗圃项

目100个以

上，孵化5个

实体项目，项

目总数达到43

个。

①进一步践行创业实践模

式，把准创业实践定位。

②加强校企合作，打造“

乡村振兴”现代产业学

院，聚焦农村电商，设置

农村电商直播平台。涉及

的行业有茶叶、大米、深

加工农产品等。

③进一步健全创业管理制

度，落实对创业企业的资

金帮扶。

④收集相关扶持政策，给

予创业企业指导。

⑤加强校企联结，依据“

校企行”专项活动，实施

“创业带动就业”活动实

施方案。

⑥新增孵化苗圃项目50个

以上；新增创业孵化项目5

个以上，总数量达到45-50

个。

⑦积极申报省市级创业基

地，拓展湘商创业园的社

会影响。

完成预定目

标：❶进一步

践行了创业实

践层级孵化模

式。❷围绕乡

村振兴，开展

农村电商众创

活动，规划了

服务区域经济

的“一县一品

”活动。❸进

一步修订了创

业专项资金扶

持管理办法等

相关制度文件

。❹进一步收

集相关扶持政

策供学生查阅

。❺实施校企

行活动，制定

了创业带动就

业实施方案，

并呈报发改委

。❻增加创业

实体项目5个，

总数超过45个

的目标。❼积

极准备申报省

级创业基地荣

誉，对创业典

型、创业经验

等创业实践效

果进行社会宣

传推广，得到

兄弟院校的认

可。

①苗圃项目和

新增项目汇总

表（包括营业

执照等）。

②创业扶持相

关政策。

③校企联动实

施创业带动就

业实施方案。

④省级优秀创

业学生相关文

件与优秀创业

学生典型案例

⑤落实创业企

业帮扶的资金

发放资料。

⑥设立金种子

创业基金的党

委会会议纪

要；创业培训

专项资金使用

办法。

⑦获得的各类

创业基地匾牌

与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