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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尽全力，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

积极行动，为教职工提供优质服务

积极作为，
稳步做好防疫及教育教学各项工作

精心筹划，
丰富教职工居家文化生活

真情关爱，团结一心共克时艰

奋战一线，全力保障师生健康安全

    坚守餐饮保障一线，
保障师生饮食安全

凝心聚力，共克时艰推进学校发展

社科献策，助力龙江精准“战疫”

积极作为，
全面保证研究生工作顺利进行

疫情发生以来，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以“稳就业”为己任，以教

育部布点监测高校为契机，迅速转变观念，积极探索“云就业”新

模式，努力做到疫情防控期间就业招聘“不打烊”，就业指导“不

断电”，就业服务“不断线”，帮助 2020 届毕业生顺利就业。精准

摸排，动态追踪，为线上招聘精准对接奠定基础。疫情以来我校对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做了两次问卷调查、电话回访，形成调研报告和

工作预案，切实做到底数清。

广开门路，优化平台，为线上招聘信息资源畅通提供保障。疫

情以来我校校院两级举办不同行业、不同类别、不同区域大型空中

双选会 15 场，参会企业 3440 家，岗位需求 198689 个，学生累计参

会 67252 人次，投递简历 151568 人次。

精准指导，精心帮扶，为毕业生顺利就业加油助力。疫情期间

开展“就业云讲堂”等各类就业指导讲座 185 场，累计参加学生

21706 人次，就业指导推文百余篇；帮扶湖北籍、少数民族等就业困

难学生 384 人，其中 112 人已成功就业。

未雨绸缪，以危为机，启动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组织召开

就业指导课程主讲教师培训会，激发教师责任意识。筹备 2021 届实

习双选会，唤醒学生就业意识。

校区管理处 2 月 5 日正式在老家属区、芳洲园小区及三四高

层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各小区出入口设置 24 小时专人值岗。

校区管理处全员上下 140 余人参与门岗值守工作，用实际行

动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疫情期间为保障校园内安全，维修服务

部的工人师傅对黑大地铁口处护栏进行加固，有效阻止校外人员

进出。

疫情期间，教工宿舍管理中心协调学府宾馆安排省外返校教

职工进行隔离，并对宿舍房间进行消毒，坚持每日对住寝老师测

量体温做好登记。为保证校园区与家属区的用水质量，水暖中心

的工作人员定期清洗水箱；工作人员坚持每日在公共区域、电梯

间进行消毒。

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利用网络开展各

项工作，做到“抗疫、工作两不误”。制定了应对疫情的实验室安

全工作应急预案。对我校实验室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按照教育厅要求完成了《2019年度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年度报告》。

在疫情期间向市环境监察部门提交了 2020 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

划，配合学校后勤管理处，按照南岗区生态环境局通知要求，完成

学校辐射安全申报系统数据填报工作。全力推进学校易制爆化学品

购买资质申报工作。已计划开展实验室安全基础设施设备的普查调

研，加强实验室安全设备建设。连续历时五个月，于四月初完成了

学校新建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暂存柜”的越冬使用运行情况及数据

采集工作。依托“学科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项目”等三个双一流建设

专项完成了资金预算及 2020年度项目绩效申报工作。鉴于疫情影响，

将 2020 年度教学科研实验室资源配置联席会调整为“函询”，以保

证实验室建设的规范开展。开创性的利用微信等平台开展网上验收

审核，正在推进近 200 万设备的验收工作。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

际文化教育学院全面摸排

境内外外籍师生和在境外工

作、进修、学习的中国师生

的基本情况，并采取分片包

保、一对一全覆盖式管理，

每日健康打卡，实行“零报

告、日报告”制度。

校内住宿外籍师生实行“封闭式”管理，境内校外居住的外籍

师生实行学校和辖区派出所、社区“双重式”联防联控管理。关心

师生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提醒境外师生做好防护。为校内师生

发放口罩等防疫物资，定期采买日常物资。为我校两所孔子学院和

在海外学习的学生以及汉语教师志愿者邮寄防疫健康包。

当前，院处重点防止境外疫情输入，有效开展网课教学，确保

教育教学有序开展，为下一步开学和毕业生工作做好必要准备。

疫情期间，校工会分批次慰问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

并送上了慰问品。

开展以“不忘初心 立足岗位 共克时艰”为主题的纪念“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系列活动，并大力支持各部门工会开展好特殊时期

“三八”节纪念活动，提高了女会员活动经费数额。

校工会还开展了“幸福生活秀出来”居家才艺线上征集活动，

西语学院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开展了“你的健康你做主”健康讲座，

数据科学学院开展了读书活动等，丰富了教职工的文化生活。

疫情期间，科学技

术处努力引导科研人员

把研究精力投入到各项

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

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

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

战胜疫情中。他们秉承

“疫情紧迫、服务不停”

的原则，以线上指导、

电话沟通、视频对接等

形式推进工作，减少科

研人员直接接触机会，

积极协调解决科研工作

中的问题，坚决做好科

研人员的服务保障工作，牢牢守住科技阵地，在考验中书写高校担当。

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职能，开展了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科领域项目的

评审及推荐工作，保障学校科研工作顺利开展。

        五月的黑大校园，鲜花已经盛放，树木抽出新芽。在
这个美丽的时节，我们向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坚守战“疫”一线的
奋斗黑大人致敬！是他们，为黑龙江大学拉起了一道生命健康的“安
全线”！是他们，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中书写了新时代黑大人的精
神风貌！我们相信，疫情的乌云终将散去，自由行走的时光必将来
临。全体黑大人将坚定必胜信念，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夺取抗击
疫情斗争的最终胜利！书写黑龙江大学的崭新篇章！

离退休党委（离退休工作处）按照学校党委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积极做好离退休党员和离退休职工的指导、管理与服务工作。

离退休党委加强政治引领，做实做细疫情防控思想工作，引领

老同志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团结一心、共克时艰。

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开展了对离休老党员、老干部的慰问工作，

共计慰问 300 余人，并特别关注长年卧床、空巢和失独群体，询问

是否有困难，及时给予帮助、会同人事处做好离退休职工情况的摸

底排查工作。

为老同志开办了书法、剪纸、声乐、钢琴、太极拳等线上教学

课程，丰富老同志的文化娱乐生活，缓解老同志长期居家的压力。

疫情期间，信

息与网络中心发挥

技术优势，构建“一

库一码一平台”的

疫情防控信息系统。

“一库”即研发“疫

情上报系统”，实

现防控信息及时全

面采集入库，实时

更新，精准掌握。“一

码”即是研发校园双色码，实行校园通行健康码动态管理。“一平

台”即是数据科学与技术学院联合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和信网中心，

共同打造数据贯通、智能推送、快速响应、协调联动的统一平台。

信息与网络中心还全力确保学校网络及应用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上门网络服务共 112 次，电话维修共 58 次，通过一站式服务

热线电话咨询超过 2000 次。光纤线路抢修 2 次，网络设备故障更

换 5次，网络接入 1次、校园网核心设备升级 1次。

社会科学处

在认真抓好内部

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鼓励支持

专家学者发挥专

业特长，实施疫

情防控对策研究，

得到了全校社科

专家的积极响应，

广大社科专家学

者积极行动、深入研究、精准献策，尤其在与抗疫机制、措施、策

略相关的经济、社会、管理、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产出了大量科研成果，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社科智慧和社科力量。

重点建设与发

展工作处在疫情期

间 稳 步 推 进 各 项

工作的落实，启动

“十四五”规划编

制工作，形成《黑

龙江大学“十四五”

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方案》并经党委常

委会通过下发；优

化校内签批程序，保障学科经费正常使用；为职能部门、学院提供相

关数据，保障工作可以有序开展。

校医院作为学校唯

一一支医疗队伍在疫情

开始就投入到紧张的工

作中。成立医疗救治组、

制定应急预案、储备和

发放防疫物资、突发疫

情模拟演练、开放慢性

病门诊、消毒知识培训、

留观室和隔离点布置、

隔离师生健康监测、监

督消毒通风情况等。保

障了我校师生的健康安全，为我校的防疫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特殊时期，学校后勤管理处饮

食服务中心坚守在餐饮保障一线，

对食材、餐具、加工各个环节管控。

日常消杀、测温、对消毒餐具进行

微生物实验检测，确保消毒效果达

到国家标准。常规快速检测实验。

掌控大米、鸡蛋等食材新陈度，豆

油过氧化值、酸价检测，面制品是

否含铝，蔬菜是否有农药残留等。

全力确保师生把饭吃好，抵御病毒。

为最大限度减少感染风险，各

岗位寒假值班人员全员停止轮休倒

班。第二餐厅全体员工在经理带领

下，放弃休息，一直坚守岗位，全力为留校师生、全校值班人员和

防疫工作一线的同志们提供餐饮保障。

研究生院积极响应、迅速行动，认

真贯彻落实学校有关工作要求，认真做

好研究生招生、教育管理、课程教学、

学位授予等方面工作。期间，认真排查

全体研究生情况，提醒学生做好防护，

每天和疫区学生沟通了解情况，通知所

有学生不得提前返校，通知各培养单位

不安排学生提前返校执行科研和学习任

务等。

精准战疫，
大数据助力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安全护航，
积极拓展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新思路

驻守阵地，
在疫情考验中书写高校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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