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首届山东省高质量充分就业理论

学术研究成果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举办首届山东省高质量充分就业研讨活动的通

知》等相关要求，组织专家对此次征集的就业理论研究成果进

行评审鉴定，经评选、公示，确定获奖研究成果 83 项，其中一

等奖 14 个、二等奖 28 个、三等奖 41 个，优秀组织奖 5 个。现

将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各有关单位要立足实际，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就业工

作的指示精神，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强化理论学术研究成果转

化应用，共同为推动我省就业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附件：首届山东省高质量充分就业理论学术研究成果获奖

名单

山东省就业促进会

2024 年 9 月 26 日



附件：

首届山东省高质量充分就业理论学术研究成果获奖名单

一等奖

序

号
所在单位 主持人 参与人员 研究成果名称

1
山东省残疾人就业指导

中心
孙 勇

霍军红、刘伟、胡晓琳、

黄苇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促进和保障机制研究

2 山东农业大学 李 妥
殷桂堂、李孝利、徐振

珍、李文欣

高质量充分就业背景下“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研

究

3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解恒岩 胡小晓、张霞
多元化就业背景下高校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成因及引

导策略探究

4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

院
田梦真 芦琳、胡晓飞、王海镔

“全环境立德树人”视域下，齐鲁省域“地区联络员”

多维聚合就业工作机制实践一一以中医药类毕业生为例

5 青岛科技大学 于江波
徐华、刘名森、李炳凯、

鞠晓聪
青岛市构建高校毕业生留青生态圈的策略研究

6
烟台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赵 晶 柳斌、翟同胜、彭周 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优化路径研究

7
潍坊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孙疆燕 张立超、韩梅、吕灵玉 零工服务数智化全程管理——开启智能时代的新篇章

8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李志伟 幽倩倩
基于产业学院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提升技工学校学生就

业能力研究



9
济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张晓东

孙长言、范珍、翟青、

孔君

特色劳务品牌培育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以“梁山好

焊”为例

10
济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刘文博

张晓丽、王海波、屈云

龙、栾艳
公共就业服务视角下高校毕业生“慢就业”对策研究

11
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陈承凯

新时期临沂市高校毕业生“品质就业”问题优化提升研

究

12
聊城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逯国防 张士桥、李雪、周梦雅 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高质量充分就业问题研究

13
滨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步兰兰 张大伟 以社区微工厂建设为例探索灵活就业新模式

14
滨城区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刘 涛

贾丽华、周立强、刘芸

芸、王剑波
滨州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研究

二等奖

序

号
所在单位 主持人 参与人员 研究成果名称

1 山东技师学院 时 建 张丹丹、王勇、黄晓鹏 关于高校毕业生来济留济就业创业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2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高 玉 幼儿教育专业高质量就业趋势与策略调研报告

3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赵向阳
姜景德、狄菲菲、庞舒

予、刘光辉

优化机械制造行业技能人才培养路径 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

4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

学院）
刘学方 李勇 企业员工岗位创业胜任素质模型构建实证研究

5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张卫东
祝瑞玲、刘波、马令珍、

苏大成
“质量型”高职扩招研究

6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栗 梅 王晓琼、胡小晓、尉腾 设计美术类专业毕业生灵活就业现状探析



祥、谢军

7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房光鑫

唐珺、宋岩静、叶向妮、

袁明波

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促进高质量就业调研报告——以山

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双选会为例

8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陈 涌
李奕然、穆江波、邹克

克、贺晓囡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开拓研究报告

9 临沂大学 张文慧
李元、郭莹、王龙、赵

彦飞

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成因分析及就业指导策略研究报

告

10
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孙琳茹 刘硕、孙彪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11 青岛科技大学 肖 强 王乐昌、张笑笑
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价值意蕴、原则遵

循及实践策略

12
青岛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宋雪燕 田龙、战子龙、王之乙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青岛市劳动力供给现状、挑战及对策

13
李沧区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李沧区

公共就

业人才

服务中

心

李旭东、宋珊、杨春晖、

黄韬

关于李沧区新就业形态下青年职业发展情况的分析与对

策

14
淄博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王子超

贾鹏鹏、陈蓓、崔小丽、

车新业

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引才标准化建设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15 淄博市技师学院 李 晴 王宗岳、范静
发展型资助背景下技工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帮扶

策略研究

16
枣庄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李文磊

潘健、孙莎、刘爱敏、

刘新全

“强工兴产、转型突围”目标背景下枣庄市产业工人“互

联网+职业技能培训”模式研究



17
广饶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广饶县

人力资

源社会

保障局

董兴亮、王倩、周文峰
回乡创业人员点单+农村劳动力点单位双向“菜单式”共

富体系

18
潍坊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张立超 孙疆燕、韩梅、张栋

以人才引擎驱动稳定就业 有效赋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

展

19
济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王著华

郭小亚、孙小明、刘文

博、刘艳

高质量充分就业视角下企业员工职业生涯管理的探索与

研究——以济宁市某建筑企业为例

20
肥城市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中心
周 强 朱刚、孙远明

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合力解决企业招人留人“两

难”问题

21
山东滨河能源高级技工

学校
范尊伟 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22
威海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陈明霞 季伟、邢伊爽、吴瑕

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引才难背后的诉求错位及应对——

兼论多类档案数据库建设

23
沂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张树范 李杨、庞京奇

沂水县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策

略深度研究

24
莘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
郭计峰

姬晓丽、常磊、贾永杰、

范伟
打造“鲁西嫁接工”劳务品牌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5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奚 源
崔兴军、郭立栋、石茜、

肖玉欣

“数智赋能，助力就业”数据可视化赋能就业困难群体

技能“五边形”成长—以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26 聊城市技师学院 金同元
宁吉木、徐洪祥、李英

梅、崔玉翠
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聊城市高技能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27
滨州市社会保险事业中

心
张惠忠

黄健、赵洪安、李洪泉、

张金良
建立人才助力乡村振兴机制研究

28 菏泽职业学院 李鸿浩
胡康倩、霍佳雨、侯旭

曼、孙腾飞
基于高校视角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



三等奖

序

号
所在单位 主持人 参与人员 研究成果名称

1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 李贞春 刘怀峰、张书涛、王晖
创新深化技工院校校企合作思路——赋能新时代就业工

作新定位新使命

2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李 毅 刘鹏 应届毕业生视角下高职生涯规划课程的实效性调查

3
山东省残疾人就业指导

中心
孙 勇

霍军红、胡晓琳、赵滨、

黄苇
残疾人就业促进与社会保障政策衔接研究

4 山东技师学院 孙 伟 亓萌雪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农村创业研究-以章丘区 S

村为例

5 山东技师学院 秦 巍
王颖、常笑、冯可铮、

苏子民
智能制造类高技能人才精准就业调研分析与对策研究

6 山东水利技师学院 朱西锦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之路刍议

7

青岛市崂山区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

中心

杨 进 杨进、于子腾
技能人才高质量就业的培训与评价体系研究-以青岛市

崂山区为例

8

青岛西海岸新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

保障局

青岛西

海岸新

区公共

就业人

才服务

中心

刘仁彬、包永静、夏颖、

管延梅

青岛西海岸新区完善基层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全面促进

居民家门口高质量充分就业

9
淄博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焦广志 姜展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形势分析研究



10
淄博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翟明贵

钱玉、张越、沈冰、韩

秀元

创业园区运营与管理策略研究--以淄博市创业孵化中心

为例

11 淄博市技师学院 步续红 袁东、王文勇、国洪涛 技工教育毕业生求职存在的困难及建议

12 淄博市技师学院 王雷雷 姚锦恺、高鹏
新形势就业背景下智能制造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调研分析报告

13 淄博市技师学院 唐 涛 人工智能时代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

14 淄博市技师学院 隋丽萍 基于技能大赛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探索

15 淄博市技师学院 李 雪 技工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培养模式构建

16 淄博市技师学院 臧俊娜 王莎莎、刘鑫、王淑芹 技工院校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现状及路径初探

17
滕州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甘 波

胡岩、刘凯、杨肇修、

邱军

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滕州

市为例

18
枣庄市山亭区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中心
高 建 崔文霞 大学生等青年人才就业存在问题及对策措施研究

19
东营市垦利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东营市

垦利区

公共就

业人才

服务中

心

赵爱民、黎勇、国伟伟
垦利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工作集成改革助推农村劳动力就

地就近就业

20
烟台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烟台市

公共就

业人才

服务中

心

彭周、赵志强、邢晓宇、

赵中海

聚焦平台赋能一推进社区微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的调研报

告

21 招远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田新秀 王瑶、阎薇、毛海群、 招远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调研报告



服务中心 王克焕

22
龙口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高 跃

余竹林、张宝剑、曲有

颂
新型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研析

23
临朐县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王小华

张金田、王宝伟、刘春

霞、李丰娟
以产业为导向推动各类技能人才充分就业

24
昌邑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李林波

陈珊珊、姜健健、李晓

静、宋晓燕
昌邑市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研究报告

25 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李志伟
赵福鹏、王晓龙、张加

文、张文涛

“三阶递进、四方联动、五融共建、六业贯通”校企共

建产业学院促就业

26 山东敬顺会计师事务所 袁崇顺 杨福磊 基于新业态下潍坊就业形势宏观分析与对策

27 济宁市技师学院 李怀磊
新时代技工院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工作体系构建研究—

以济宁市技师学院“三位一体”就业工作体系为例

28 济宁市技师学院 赵之喜
新质生产力视阈下技工院校高质量就业实现路径研究—

—以济宁市技师学院为例

29 济宁市技师学院 唐延甜
黄娟、张盟、杨梦齐、

刘盛楠
中职院校就业理论研究与学术成果探讨

30
泗水县社会保险事业中

心
陈 翠 桂阳、宋彦贵 泗水县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势与对策研究

31
泰安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李建军 关于职业指导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调研分析

32
山东滨河能源高级技工

学校
周雪纯 探析如何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33
威海市环翠区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中心
项玉娇 于常萍、王传斌 关于零工市场促进灵活就业问题的调研报告

34 威海市文登技师学院 王海荣
张文强、管潇潇、于文

英、邹海舰
技工院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研究



35
日照市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
李慧萍 李洪波、王政之、罗莉 探索农村劳动力就业集成改革日照新路径

36
临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王金川

葛龙江、刘海涛、邱为

霞、孙道海
临沂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调研报告

37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邵 琰
分类分层精准育人视角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38 聊城市技师学院 韩冬雪 徐洪祥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技工院校长学制发展推动学生高质量

就业研究报告

39
滨州市滨城区公用事业

服务中心
赵海涛

刘涛、王辉、董金刚、

杨彩霞
滨州市园林行业人力资源配置研究

40 滨州市工人文化宫 周立强
马晓媛、刘涛、刘芸芸、

郝象宇

关于加强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助力乡村振兴与推进共同

富裕的课题调研报告

41
菏泽市牡丹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李 静 王玉峰、杨春香 牡丹区就业工作经验调研报告

优秀组织奖

1 青岛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2 淄博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3 潍坊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4 济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5 威海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