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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是一所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其前身为创办

于 )(-$ 年的芜湖医院护士学校，先后历经芜湖卫生学校、池州卫生学校、安徽省计

划生育学校等办学阶段。-*)- 年 + 月升格为安徽人口职业学院，正式列入专科层次

的全日制普通高校行列。-*)% 年 # 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并经教育部备案更名为安

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隶属于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业务上同时接受省教育厅指导。

学院是全国卫生健康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基地。先后荣获国家

人事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命名的全国先进集体，安徽省人口计生委授予的

先进单位，安徽省五四红旗团委，池州市第 )至 '届文明单位、池州市文明单位标兵

等称号。学院为“安徽省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安徽省乡村医生培训

中心”、“京东方集团人才培养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和人口学教学实践基地”、

“全国卫生和计划生育职业化教育培训基地”、“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职业化教育

培训基地”、“教育部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安徽省校企合作示范基地、安徽省

青阳县九华黄精康养产业研究院安徽省院士工作站。!

学院位于安徽省池州市教育园区，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占地面积 #-) 亩，!校

舍总面积 ))万余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余万元。有可容纳 -**

余名学生的多功能教室 )-间、标准多媒体教室 $*间，多媒体实验室 )**!余间，有 +

个标准的微机房、- 个现代化语音室及 ) 个 )#* 座的电子阅览室和精品课程录播室，

) 座建筑面积近 ,*** 平方米的室内体育馆和 ) 个 ,** 米的塑胶跑道标准体育场。图

书馆纸质藏书 ,*万余册，电子图书 ,)万余册。!

学院现有教职工 -+# 人，院内专任教师 )', 人，其中高级职称 #, 人，中级职称

$%人，硕士及以上学位 %%人，“双师型”教师 %*人。省级教学团队 ,个，省级优秀

教师 + 人，省级教学名师 $ 人，省级专业带头人 ) 人，校级专业带头人 -* 人，校级

骨干教师 ,*余人。外聘兼职兼课高校教授、副教授及行业专家 -'*余人。!

学院设有护理系、医学系、医疗卫生技术系、健康服务系和基础部、思政部等 $

个教学系部。学院围绕健康中国、健康安徽建设，牢记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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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瞄准新时代人口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在巩固传统的护理、助产、临床医学、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口腔医学技术、药品经营与管

理等学科建设基础上，陆续开设预防医学、健康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眼视

光技术、职业健康安全技术、医学美容技术、中医养生保健、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

理、卫生信息管理、药品生产技术等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为国家骨干专业，职业

健康安全技术专业填补华东地区空白，学院成为省内全生命周期卫生健康专业链构建

最为齐全的高校。经省教育厅和省卫生健康委批准牵头组建安徽省全生命周期卫生健

康职业教育联盟，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省级全生命周期卫生健康职教联盟，已于 -*--

年 $月 -$日挂牌成立。!

学院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致力于培养职业素质

高、专业基础实、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院内建有护理、助产、医学

检验技术、医学美容技术、医学影像技术、临床医学、康复治疗技术、药学等 '个实

训中心，其中护理、康复治疗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实验实训中心先后

获批省级示范实验实训中心，护理实训基地获批安徽省高职院校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

目。学院有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非营利性二级综合

医院，%所非直属附属医院和 )*余所“双主体育人”合作医院。其中皖南康复医院、

东至县人民医院作为我院双主体教学医院被授予安徽省校企合作示范基地。为加快培

养适应基层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卫生健康人才，学院与多家医院合作开展护理、临

床医学、医学影像技术和康复治疗技术等专业“).).)”的“双主体育人”人才培养

工作。我院与肥东县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肥东县成立协同中心；与安徽

医科大学开展护理学、药学专业专升本联合培养工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院认真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卫生健康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坚持立德#人，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心，以服务人民健康为%&，

以'进学生就业为导向，加大教育教学改(力度，强化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管理，以

质量求生)、求发展。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全院师生+同,力，为全省-至全

国./0成1上万名优秀人才，毕业生2受3人单位的4评，5多毕业生已成为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的中坚力量。药学、医学美容技术、智慧养老、健康管理等专业在上6

等7三8发9地区就业，: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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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未<，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思A为

指导，全面贯!B的教育和卫生健康工作方C，以立德#人为D本，以内E建设为主

F、以质量提升为主题、以>?发展为主导，围绕“稳规模、G>?、强内E、#标

H”的发展思I，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为B育人、为国育才，为建设>?J明

高水平高职院校KLM进，NO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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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PQ毕业生的就业R况，建立S就业与人才培养T性U动的7V机制，学

校DWX教育部办公厅关于Y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Z[的通\]（教学厅

^_-*)+`-#号）和X教育部关于应对新abcd情e4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教学_-*-)`-号）相关文f精"的要求，结合学校

实g情况，Y制和正式发布X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Z

[]。Z[内容hi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学校就业创业工作j措、就业相关分析、

就业发展趋势分析、对学校的评价、3人单位评价等六部分；所Ek的指标hi毕业

去向落实率、就业去向、工作满意度、专业相关度、毕业生对学校就业服务的满意度、

毕业生对学校人才培养的满意度等多个方面。本Z[lW<源于m个方面n!

)"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o。lW统计pq日期为 -*--年 )-月 *#日。

使3lW主要r及毕业生的规模和结构、毕业去向落实率、毕业去向、就业流向等。!

-"第三方lWst公u（vw教育）s研lW。s研面向全校 -*--届毕业生，有

V问xyz率为 -'0；使3lWr及就业相关分析及对教育教学的P{部分。3人单

位s研lW，面向本校毕业生所在3人单位；使3lWr及3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

及能力评价、3人单位对学校就业创业服务工作评价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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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生的规模和结构 

（一）总体规模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届毕业生+ -#)'人。其中，}生 '*(人，占毕业生

总人l的 +-")+0；~生 )%*(人，占毕业生总人l的 $%"'%0，}~性��为 )1!-"))。!

性别 人数  

1: 2.11 
男生 809 人   : 

女生 1709 人  

图 1- 1  2022 届毕业生男女比例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二）结构分布 

院系结构n学校 -*--届毕业生+分布在 ,个院系 )-个专业。其中，医学系、护

理系的毕业生人l相对�多，占�分�为 +$"(%0、+#"+)0。!

表 1- 1  2022 届毕业生院系及专业分布 

院系 各院系人数 各院系比例 专业 各专业人数 各专业比例 
医学系 931 36.97% 临床医学 931 36.97% 

护理系 889 35.31% 
护理 7964 21748 Tm /T8 51585960.002 52688.8 l 226
0.0028 T6.438 217Q q 0 746sc 31585960 0.24 0 0 .44 220.4 00.0028 Tc 44 0 0 44 1628.979 217481.2 188.8m 523.92 204.88 l q 0.92 204.4 
204.88 l 5248 cm BT
 h f 45004.88 m 52 Q 4
204.88 l 5 Q 4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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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各院系人数 各院系比例 专业 各专业人数 各专业比例 
康复治疗技术 79 3.14% 
老年服务与管理 51 2.03% 
药品经营与管理 25 0.99% 

健康管理 16 0.64% 
注：因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各分项占比之和可能存在±0.01%的误差。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三）生源地结构 

学校! -*-- 届毕业生以安徽省生源为主，安徽省生源 -*+) 人，占毕业生总人l

的 '*"$$0。安徽省外生源 ,'% 人，占毕业生总人l的! )("+,0，主要集中在��省、

��省和��省等地。!

!

图 1- 2  2022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安徽省内生源毕业生以�阳市（)$"*#0）为主，其次为池州市（))"%%0）、安�

市（)*"-,0）。!

安徽省, 
80.66%

江苏省, 4.77%

浙江省, 2.07%
江西省, 1.47%
重庆市, 1.35%

其他, 9.68%

省外,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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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2022 届毕业生安徽省内生源地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二、毕业去向及落实率 

毕业去向落实率是PQ大学生就业情况和社会对学校毕业生需求程度的重要指

标和��依W，DW教育部发布的X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高校毕业生

就业R况统计Z[工作的通\]，高校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的计�公式为n毕业

生毕业去向落实率2（已就业毕业生人l�毕业生总人l）�)**"**0。!

（一）总体毕业去向及落实率 

学校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0，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体毕业

去向<�，“签就业协议�式就业”为毕业生主要去向��，占�为 #*",*0；“其

�录3�式就业”次�，占�为 )("--0。!

表 1- 2  2022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毕业去向落实率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1269 50.40% 

94.80%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484 19.22%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408 16.20% 

升学 125 4.96% 
应征义务兵 58 2.30% 

16.05%

11.77%
10.24%

8.96%
7.88% 7.63%

6.60%
5.27% 5.27% 4.92% 4.43% 4.04%

2.31% 2.17% 2.02%
0.44%

0.00%

5.00%

10.00%

1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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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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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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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去向 人数 比例 毕业去向落实率 

地方基层项目 32 1.27% 
自主创业 11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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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就业分析 

学校 -*-- 届未就业毕业生+ )+) 人（占� #"-*0）；DWst，未就业毕业生

去向主要为“求职中”（#(",'0），其次为“��加公招�试”（)$"+'0）和“准备

升学�试”（),"$$0）。 

 

图 1- 4  2022 届未就业毕业生去向分布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四）求职成功途径 

直接向3人单位��（+,")-0）为毕业生落实第一�工作的主要�道，其次是专

业化的招聘求职�站（-)"($0）和��及 ¡¢£（)'"-,0）。!

1.72%

1.72%

6.03%

14.66%

16.38%

59.48%

拟创业

拟应征入伍

无就业意愿

准备升学考试

拟参加公招考试

求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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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5  2022 届毕业生求职途径分布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五）求职困难原因 

实践经验¤¥（-$"$'0）、求职信息�道¦（-)"#%0）和\§、技能9不�要求

（)#"+,0）是毕业生在求职¨程中©�的主要困难。!

!

图 1- 6  2022 届毕业生求职过程中的主要困难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1.57%

2.35%

4.31%

7.45%

10.00%

18.24%

21.96%

34.12%

校外的现场招聘会

学校网站发布的职位信息

校方(包括导师)的直接推荐

学校组织的线上线下招聘会

其他

父母及亲友推荐

专业化的招聘求职网站

直接向用人单位申请

7.35%

8.63%

9.27%

11.18%

15.34%

21.57%

26.68%

其他

求职目标不明确

求职方法技巧缺乏

社会关系缺乏

知识、技能达不到要求

求职信息渠道少

实践经验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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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帮助就业的在校活动 

-*-- 届毕业生认为�校开设的就业服务对自ª就业帮助�大的为“就业信息提

:与发布”（-)"%$0）、“F上就业指导、«¬”（)("--0）、“就业、创业指导课”

（)("--0）。!

!

图 1- 7  2022 届毕业生认为母校开设的就业服务对自己就业的帮助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三、就业流向1 

（一）就业地区分布 

就业区域分布n学校 -*--届毕业生主要��在安徽省内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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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8  2022 届毕业生排名前十就业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省内就业®市n在省内就业的毕业生主要流向0合肥市（-)"('0），其次是池州

市（)'"%#0）和安�市（))"'#0）。!

 

图 1- 9  2022 届毕业生安徽省内主要就业城市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1.02%

1.06%

1.06%

1.25%

1.34%

3.15%

3.19%

5.87%

10.73%

64.38%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北,市

山-省

湖北省

四.省

重庆市

上/市

0-省

浙江省

江苏省

安徽省

21.98%

18.75%

11.85%

7.18%
5.60% 5.39% 5.10% 4.24% 3.59% 3.52%

0.00%

10.00%

20.00%

30.00%

合肥市 池州市 安庆市 阜阳市 芜湖市 六安市 宿州市 亳州市 滁州市 铜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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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地与就业地域¯°分析n省内生源中，%("'#0��±在本省就业；%*"))0的

省外生源��y生源地就业。!

! ! !

               图 1- 10  2022 届省内、省外生源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二）就业行业分布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4卫生和社会工作5（#)"%,0）、4批发和²³

业5（)+"'*0）及4制´业5（#"(-0）；这一行业流向与学校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定位

相µ合。!

!

图 1- 11  2022 届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十个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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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职业分布 

毕业生所�事的职业主要为4¶业和服务业人员5，占�为 ,-"$)0；其次为4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5（-$"(#0）。!

!

图 1- 12  2022 届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十个职业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四）就业单位分布 

学校 -*--届毕业生主要流向单位·型为4其�企业5，占�9� $%"+,0；其次为

4医疗卫生单位5（)'"(-0）；就业单位规模主要集中在 #* 人及以*（-#"+'0），其

次是 #)3)**人（-)"()0）和 )*)3-**人（)#")'0）。!

0.38%

0.42%

0.52%

0.99%

1.18%

3.11%

7.46%

15.76%

26.95%

42.61%

TU业5人V

OW技:人V

教学人V

其他人V

经X业5人V

生Y和Z>[备\P人V

]^人V和_关人V

其他专业技:人V

N生专业技:人V

4业和65业人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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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13  2022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注：其他`业(ab_`业和三c`业之外的R_`业。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图 1- 14  2022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规模分布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四、国内升学 

学校 -*--届毕业生中，+有 )-#人��国内升学2´，升学率为 ,"($0。!

0.05%

0.05%

0.09%

0.09%

0.19%

0.28%

0.57%

12.41%

18.92%

67.34%

中d教育单位

ef教育单位

机关

三c`业

城g社区

hiAIi

b_`业

其他^业单位

jkN生单位

其他`业

25.38%

21.91%

15.18%

13.02%

12.36%

6.07%
6.07%

50人及以下

51-100人

101-200人

201-300人

301-1000人

1001-2000人

2001人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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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2022 届毕业生国内升学院校分布 

国内升学院校| 人数| 国内升学院校| 人数|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30 安徽中医药大学                           2 

安徽三联学院                             23 安徽理工学院 2 

安徽医科大学                             19 合肥师范学院                             1 

马鞍山学院                               12 合肥城市学院 1 

皖江工学院 7 阜阳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1 

淮北理工学院 6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1 

蚌埠医学院                               6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1 

安徽新华学院                             6 安徽外国语学院 1 

皖南医学院                  2 8 . 4  l  2 9 7 .   2  2 9 7 . 6  5 5 2 8 . 0 3 9  0 . 5 0 5 8 8 2 4 4  7 4 5 . 8 4  0  0  4 4

 

安徽外国语学院

    6 7 . 7             

& 39   19 re sc 485.7  19 r1 sc 485.76
525.285882 39 6
525.2828 l 255.12 509.68 l 86.4 509.68 l h 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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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6  2022 届毕业生升学录取结果满意度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升学专业相关性n升学专业与原专业相关性在一»及以上的占�为 (-",#0，大

部分学生¼在本专业½相关专业继续2´。!

!

图 1- 17  2022 届毕业生升学专业相关性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需要学校提:的¾持服务n-*--届毕业生认为升学¨程中需要学校提:的¾持

服务的主要为“完�升学¿À政策（Á升学Â学Ã）”（-,"#+0）和“=升学课程

纳入公+�Ä体系，强化基础课程的C对性教学”（-*"%#0）。!

lm意
28.30%

比nm意
37.74%

一o
32.08%

比n不m意
1.89%

52.83%

28.30%

11.32% 1.89% 5.66%

lp关 比np关 一o 比n不p关 l不p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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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18  2022 届毕业生认为升学过程中需要学校提供的支持服务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五、自主创业 

创新创业是经和社会发展的Å大¢力，为响应“以创新Æ领创业，以创业带动

就业”的发展战略，学校多措并j，营´创新创业文化Ç围，与时È进，创´Éf，

ÊÀ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学校 -*--届毕业生中，+有 ))人��自主创业，创业率

为 *",,0。!

创业行业n-*-- 届毕业生创业行业Ë多元化分布，主要集中在“卫生和社会工

作”、“Ì民服务、Ä理和其�服务业”!、“批发和²³业”。!

1.89%

1.89%

5.66%

5.66%

7.55%

15.09%

16.98%

20.75%

24.53%

提供升学报考指导服务

开设升学讲座

其他

图书馆增加升学复习书籍、资料

举办与学长的考研复习经验交流

提供升学政策咨询、信息服务

提供更多的升学学习场所

将升学课程纳入公共选修体系，强化基础课程的针对性教学

完善升学激励政策（如升学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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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19  2022 届毕业生创业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创业原因n学校 -*-- 届毕业生中，主要的创业原因为“Í;通¨创业实现个人

理A”（#,")%0）。!

!
图 1- 20  2022 届毕业生创业原因分布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创业困难n学校 -*-- 届毕业生中，在创业准备的¨程中，©�的困难主要<自

于“市场¢Î”（,)"$%0）。!

9.09%

9.09%

9.09%

9.09%

18.18%

18.18%

27.27%

;化、体育和<=业

信息传>、?@和信息技:65业

TU业

IJ业

K发和LM业

FG65、H理和其他65业

N生和社会OP

4.17%

4.17%

8.33%

8.33%

25.00%

33.33%

54.17%

_q的创业项目

其他

未r到合s的OP

t他人u请进行创业

对创业vmwx、yz

{|可能_}e~入

�ÄÅÇ创业实现É人理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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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1  2022 届毕业生创业主要困难分布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创业资Ã<源n学校 -*-- 届毕业生中，在创业资Ã主要<自于“个人Ï¸”

（%*"'+0）、“�� ¡的¾持”（-(")%0）。!

!
图 1- 22  2022 届毕业生创业资金来源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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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制度保障 

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就业工作，认真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一ÐÑ工程”，成立Ò

学院主要ÓÔ人任组7、分管领导任副组7、各部ÕÓÔ人为成员的毕业生就业工作

领导Ö组，定期×开会议研究毕业生就业工作，建立学院、各系、Ø级Ù导员分级就

业指导管理模式，强化就业工作Ô任，层层Ú4落实。新制定和Ä订0学院就业创业

方面的各项规Û制度，ÁX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办Ü]、X大

学生创业管理办Ü]、X毕业生ÝÞst办Ü]、X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ÊÀ和Æ

导毕业生�基层就业学ß代àá行办Ü]X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â

化基地制度ãY]等，有力的保障0我院就业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全面优化提升就业指导服务，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全面优化就业指导服务，提升指导服务水平!

建立“U联�.”服务模式，精准äå服务。通¨ 66、微信、ææ等lç化平o

及时èé毕业生求职意ê，ë传国家、省市各项就业创业政策，精准¢/各·ì位信

息，实现求职意ê与需求ì位精准对接，不í完�信息化指导服务体系，提升就业工

作V能。利3微信视î号、ï音等新媒体技术高Vðñ地开展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

实现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与U动性。ò助各·ó方�ô培训平o提:的就业指导和职业

技能·�ô课程，指导有培训需求的重点õ体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自主��、öß学

习，Á教育部高校学生u组织的“÷ø助ù计划”等。开设úÄ课程职业规划和就业

指导课，开展创业模�实训课程，j办职业生û规划设计大ü和“U联�.”创新创

业大ü，Æ导学生#立正确的职业ý，提升毕业生就业技能，有力的¢动0学院就业

创业工作的2入开展。!

-"!多措并j,力提升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第二篇：就业创业工作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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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þ建就业服务平o，'进毕业生充分就业。发ÿ校园招聘市场的主阵

地作3，拓宽毕业生就业�道，学院积极实施j办大型校园招聘会和Ö型3人单位专

场招聘相结合。为毕业生和3人单位双向��þ建平o，>�是 -*-- 年学院依托安

徽省大中专就业指导中心大平o，首次j办F上春季招聘会，通¨lç化平oF上F

*相结合方式开展F上招聘、F上就业指导和«¬服务。!

（-）加强就业市场建设。学院领导带队赴省内外多个3人单位洽谈¯流，寻求

与3人单位建立7期稳定合作，开发大量医药·就业ì位:毕业生��。通¨�进<

的方式每年邀�上百家3人单位�学院<�加招聘会和ë讲会，在同一平o上与毕业

生面对面¯流，为毕业生就业提:方ð，每年为毕业生生提:人� -3+个就业ì位�

�。!

（+）e4困难毕业生精准就业帮扶。全面摸排家庭经困难毕业生、建档立卡

毕业生、心理问题毕业生、学业困难毕业生、就业困难毕业生等重点õ体毕业生，为

困难毕业生建立o账，多�道ÝÞ帮扶，向困难毕业生/政策、/ì位、/指导，有

C对性e4困难毕业生的帮扶工作，-*--年学院出o0X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

届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方案]，一定程度上缓解0困难毕业生的求职经压

力，有力的'进0困难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三¾一扶”和应征入伍人l稳步增加。-*--年Ò于新ad情，毕业生就

业工作�往年受�0明显的影响，学院按照上级部署积极应对，>�专升本、三¾一

扶和大学生应征入伍等项目，学院组织开展专升本Ù导，ë传国家关于应征入伍和基

层就业的优惠政策，ÊÀ毕业生Z名�加。-*--年我院专升本录¸人l、三¾一扶录

¸人l和毕业生应征入伍人l�往年都有大幅度提升。!

三、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为毕业生就业增加新动能 

学院转变思维模式，聚焦大健康产业，积极�与7三8养老一体化发展，与省内

外多家企业2入开展校企合作，通¨�察s研学院与扬子�药业集团��6岸药业有

限公u等 -* 余家3人单位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书和实习就业+建协议书。学院紧Ý区

域经发展趋势，以品牌专业、办学>?、文化底蕴等学校影响力提高生源质量，校

企2度融合，创新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2化双主体教学模式，主动服务“健康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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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依托行业办专业，以>?'就业。面对新ad情，þ建就业新平o，U联�.

'就业；不í完�就业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全员服务、全¨程服务、全面服务。学

院坚持服务健康安徽建设，服务省内地方社会事业发展，坚持毕业生就业基层大方向

社会工作，通¨在校企合作企业实习，学生毕业即就业，实现0实习和就业的无缝对

接，毕业生在校企合作企业就业人l超¨0毕业生总l的 #0，为学院毕业生就业工

作增加0新动能，打´0新亮点。!

四、精准帮扶，落实政策，确保完成就业 

建立毕业生就业信息库，C对家庭困难、就业困难毕业生，开展个性化指导，制

定详细的帮扶计划，实施“一对一”个性化就业指导服务帮助�们实现就业，重点帮

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l民族、身体残疾等毕业生就业困难õ体，å合有关部Õ落

实求职创业补贴等政策，通¨开展个性化Ù导、组织专场招聘、优先¢£ì位等方式，

确保困难生有就业意ê的全部就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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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视8综合评价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可以�全面的0解毕业生当前

的就业现R及其竞争优劣势。其中，毕业生对自身就业质量评价指标hi薪酬情况、

就业机会充分度、目前工作与所学专业的相关情况、对目前工作的满意情况和目前工

作与自身职业期待的吻合情况。!

一、薪酬水平 

总体薪酬z入n学校 -*-- 届毕业生税前月�z入为 #--$",- 元；薪酬区间主要

集中在 -**)3+#**元（-,"%#0），其次为 +#*)3#***元（--"#(0）。!

!

图 3- 1  2022 届毕业生薪酬区间分布 

注：ëí包括能ìî为现T的Oc、ïñf。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各院系毕业生薪酬水平n-*-- 届毕业生薪酬水平相对�高的院系为医学系，为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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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2022 届各院系毕业生薪酬水平（单位：元）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各专业毕业生薪酬水平n-*-- 届毕业生薪酬水平相对�高的专业为老年服务与

管理、眼视光技术、医学美容技术，�在 $-**"**元以上。!

表 3- 1  2022 届各专业毕业生薪酬水平分布 

专业 薪酬 专业 薪酬 
老年服务与管理 7215.10 助产 4922.07 
眼视光技术 6460.56 护理 4713.59 
医学美容技术 6233.12 药品经营与管理 4610.82 
临床医学 5976.59 药学 3717.12 

医学检验技术 5452.49 康复治疗技术 3582.75 
健康管理 5037.86 医学影像技术 3459.38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主要就业地区的薪酬水平n在上6市就业的毕业生当前月�z入水平相对�高，

为 ''(,"-$元；而在安徽省就业的毕业生当前月�z入水平相对�低，为 ,$)$"--元。!

4571.87

4732.77

5062.84

5976.59

0.00 2000.00 4000.00 6000.00

ôö65系

õ理系

jkN生技:系

j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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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2022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地区月均收入水平（单位：元） 

注：主要就业地区(úù人数û10 人的就业地区。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主要就业单位的薪酬水平n在4民营企业&个体5就业的毕业生薪酬优势�高，月�

z入为 #,-'"-$元；而在“国有企业”就业的毕业生薪酬优势相对�低，,#*+"%#元。!

 

图 3- 4  2022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单位月均收入水平（单位：元） 

注：1.主要就业单位ü(úù人数û10 人的就业单位  

    2.G¡`业/É体包括G¡`业和其他`业。其他`业(ab_`业和三c`业之外的R_`业。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二、就业机会充分度 

总体就业机会充分度n,)"'#0的毕业生认为所学专业的就业机会�多，("#*0的

毕业生认为所学专业的就业机会�¦。!

4616.22

5741.14

6834.57

8894.26

0.0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安徽省

浙江省

江苏省

上/市

4503.75 

5020.94 

5211.71 

5385.00 

5428.26 

0.00 2000.00 4000.00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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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jkN生单位

其他^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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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5  2022 届毕业生对就业机会的评价 

注：就业机会“n¢”占比为选£“¤¥¢”、“比n¢”占比之和，“n少”占比为选£“比n少”、“¤¥少”占比

之和。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各院系毕业生就业机会充分度n-*-- 届毕业生认为就业机会“�多”的院系为

医学系（#-",-0）、健康服务系（,*"**0）。!

 

图 3- 6  2022 届各院系毕业生对就业机会的评价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各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充分度n-*-- 届毕业生认为就业机会“�多”的专业为

眼视光技术（'*"**0）、老年服务与管理（%$"(-0）。!

表 3- 2  2022 届各专业毕业生对就业机会的评价 

专业 较多 一般 较少 
眼视光技术 80.00% 10.00% 10.00% 

老年服务与管理 76.92% 23.08% 0.00% 
健康管理 71.43% 14.29% 14.29% 

41.85%
48.65%

9.50%

较多 一般 较少

33.61%

38.14%

40.00%

52.42%

56.56%

48.31%

52.63%

39.52%

9.84%

13.56%

7.37%

8.07%

õ理系

jkN生技:系

ôö65系

j学系

n¢ 一o n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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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较多 一般 较少 
医学检验技术 58.33% 33.33% 8.33% 
临床医学 52.42% 39.52% 8.07% 
药学 38.46% 53.85% 7.70% 
护理 35.74% 55.20% 9.05% 

药品经营与管理 29.16% 70.83% 0.00% 
康复治疗技术 24.00% 60.00% 16.00% 
医学美容技术 15.79% 78.95% 5.26% 
医学影像技术 14.63% 60.98% 24.39% 

助产 13.05% 69.57% 17.39%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三、专业相关度 

总体专业相关度n'+"%+0的毕业生认为目前就职ì位与所学专业相关，可见毕业

生所学专业\§及技能与实g工作的契合度�高，能够学以致3。|

 

图 3- 7  2022 届毕业生专业相关度分布 

注：专业p关¦§¨©¦包括“ª«p关”、“比np关”、“一o”、“不¬p关”、“ª«不p关”和“无法§

¨” 其中，专业p关¦= “ª«p关”+“比np关” +“一o”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各院系的专业相关度n毕业生专业相关度相对�高的院系为医学系（(-"#)0）。 

28.04%

35.29%

20.39%

8.24% 8.04%

ª«p关 比np关 一o 不¬p关 ª«不p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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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8  2022 届各院系毕业生专业相关度分布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各专业的专业相关度n毕业生的专业相关度相对�高的为眼视光技术（)**"**0）、

医学检验技术（(,"'%0）、临床医学（(-"#)0）。 

表 3- 3  2022 届各专业毕业生专业相关度情况分布 

专业 完全相关 比较相关 一般 不太相关 完全不相关 相关度 
眼视光技术 55.56% 33.33% 11.11% 0.00% 0.00% 100.00% 
医学检验技术 25.64% 53.85% 15.38% 2.56% 2.56% 94.87% 
临床医学 36.90% 35.29% 20.32% 5.35% 2.14% 92.51% 

医学影像技术 20.69% 24.14% 37.93% 3.45% 13.79% 82.76% 
护理 27.03% 36.49% 18.92% 8.78% 8.78% 82.43% 
药学 11.76% 41.18% 17.65% 11.76% 17.65% 70.59% 

药品经营与管理 17.65% 35.29% 17.65% 11.76% 17.65% 70.59% 
老年服务与管理 10.00% 50.00% 10.00% 20.00% 10.00% 70.00% 

助产 13.33% 26.67% 20.00% 20.00% 20.00% 60.00% 
健康管理 42.86% 14.29% 0.00% 14.29% 28.57% 57.14% 

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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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9  2022 届毕业生从事与专业不相关工作的原因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四、工作满意度 

工作总体及各方面的满意度n学校 -*-- 届毕业生对目前工作总体满意度为

',"(*0，其中对工作内容满意度最高，为 ',"+)0；可见毕业生对初入职场的ì位和

工作内容等方面���认同。!

!

图 3- 10  2022 届毕业生对工作满意度的评价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各院系工作满意度n�工作总体满意度<�，医学系（''"-,0）的毕业生的工作

满意度相对�高。!

4.82%

12.05%

14.46%

15.66%

25.30%

27.71%

不Ñrp关OP，因为OP®

不Ñrp关OP，因为É人wx

其他

不Ñrp关OP，因为~入¯°

Ñrp关OP，±ü机会¬少

Ñrp关OP，±ü不²合要求

84.90% 84.31% 80.00%
68.04%

OP总体 OP1³ 职业发´µ¶ ë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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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2022 届各院系毕业生工作满意度评价 

院系 非常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满意度 

医学系 25.13% 20.86% 42.25% 9.63% 2.14% 88.24% 
健康服务系 7.46% 35.82% 43.28% 10.45% 2.99% 86.57% 
护理系 13.50% 17.79% 51.53% 14.72% 2.45% 82.82% 

医疗卫生技术系 13.98% 24.73% 41.94% 17.20% 2.15% 80.65%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各专业工作满意度n�工作总体满意度<�，眼视光技术（)**"**0）、药品经营

与管理（(,")-0）、助产（(+"++0）专业的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相对�高。 

表 3- 5  2022 届各专业毕业生工作满意度评价 

专业 非常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满意度 

眼视光技术 44.44% 22.22% 33.33% 0.00% 0.00% 100.00% 

J ET Q Q q 4680 0 0.24 18 596.08 cm BT 44 0 0 44 1323.294 -390 Tm 30.38 1 Tf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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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1  2022 届毕业生职业期待吻合情况分布 

注：职业|¯·合¦§¨©¦包括“¤¥²合”、“²合”、“比n²合”、“不¬²合”、“¤¥不²合”和“无法§

¨” 其中，职业|¯·合¦=“¤¥²合”+“²合”+“比n²合”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六、工作稳定性 

-*--届毕业生离职率为 -,"#)0，更换工作单位的次l主要集中在“)次”（)-"'*0）

和“-次”（%"+'0）。!

!

图 3- 12  2022 届毕业生更换工作情况分布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更换工作的原因n主要为“工资福利�差”（-%",+0）和“发展前景有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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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5% 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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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非常符合 符合 比较符合 不太符合 非常不符合

没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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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2 个, 
7.38%

3 个,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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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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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3  2022 届毕业生更换工作的主要原因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七、社会保障情况 

-*--届毕业生目前工作拥有的社会保障主要为“有五险一Ã”（#)"',0），其次

是“仅有五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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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ad情带<的前所未有的经*行压力，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和不充分性

问题更加凸显，毕业生就业�势更加复杂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

发展未<，为e�稳就业同时兼顾实现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和更充分就业的目标，学

校积极贯!落实国家、教育部以及安徽省关于'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决策部

署，=毕业生就业工作放在学校工作的突出位置，积极整合有V资源，畅通�道，统

筹:需，多措并je4新abcd情*毕业生就业工作。!

一、近三年规模与毕业去向落实率变化趋势 

学校历<高度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实现毕业生的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作

为工作重心。Á*图所示，-*--届毕业生规模有所增7，毕业去向落实率始终保持在

�高水平，�在 ()"**0以上，就业R况T4。可见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就业�势*，学

校2入实施就业质量提升工程，积极开拓毕业生就业市场，þ建各·F上F*平o，

优化�上就业服务能力，多措并j力'd情防控常态化*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高位

稳定。!

!

图 4- 1  2020-2022 届毕业生规模及毕业去向落实率趋势变化 

数据来源：1.2020 和 2021 届数据来自Ä安徽N生ôö职业学Å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Æ¦ÇÈÉ  

          2.2022 届数据来自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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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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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三年就业地区变化趋势 

Á*图所示，学校近三届毕业生在省内就业的�例�在 $,"+'0及以上，这一流

向与学校的定位相契合，为本地区的经和社会发展提:0持续的人才¾持和智力¾

撑。|

|

图 4- 2  2020-2022 届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1.2020 和 2021 届数据来自Ä安徽N生ôö职业学Å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Æ¦ÇÈÉ  

          2.2022 届数据来自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Ë

三、近三年就业行业变化趋势 

近年<，毕业生的就业行业分布�为Î泛，覆k0“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

和²³业”、“制´业”等多个行业；其中“卫生和社会工作”领域为近三届毕业生

主要行业流向，占��在 #)"%,0及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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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  2020-2022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1.2020 和 2021 届数据来自Ä安徽N生ôö职业学Å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Æ¦ÇÈÉ  

          2.2022 届数据来自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四、近三年薪酬水平变化趋势 

依托地区地方经发展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逐步提高，学校近三届毕业生月�

z入水平�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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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  2020-2022 届毕业生月均收入（单位：元） 

数据来源：1.2020 和 2021 届数据来自Ä安徽N生ôö职业学Å 2021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Æ¦ÇÈÉ  

          2.2022 届数据来自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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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对�校的教育教学评价对于学校专业结构的优化、培养方案的完�及课程设

置的改进等�有重要的��价值，因此st0解毕业生对�校的满意度及¢£度、对

课堂教学的评价、实践教学环节的评价、任课教师的评价及能力素质的评价。这些s

t=为学校有关部Õ在教育教学改(、人才培养等方面提:lW¾持。�体内容Á*

所示。!

一、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一）对人才培养的评价 

1.�校满意度 

-*-- 届毕业生的�校满意度为 (%"#(0，其中，“非常满意”的占�为 +,"++0。

可见 -*-- 届毕业生对在�校所学\§及能力水平的满足工作需求的程度、校风学风

等方面���认同。!

|

图 5- 1  2022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m意
34.33%

m意
37.16%

比nm意
26.10%

不¬m意
1.56%

¤¥不m意
0.85%

第五篇：毕业生对学校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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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系�校满意度n健康服务系（('"(#0）、医学系（('"+(0）等毕业生的�校

满意度相对�高。!

 

图 5- 2  2022 届各院系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各专业�校满意度n药学（)**"**0）、老年服务与管理（)**"**0）、药品经营

与管理（)**"**0）等专业的毕业生的�校满意度相对�高。!

表 5- 1  2022 届各专业毕业生母校满意度评价 

专业 非常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非常不

满意 
满意度 

药学 26.92% 30.77% 42.31% 0.00% 0.00% 100.00% 
老年服务与管理 46.15% 38.46% 15.38% 0.00% 0.00% 100.00% 
药品经营与管理 41.67% 25.00% 33.33% 0.00% 0.00% 100.00% 

LEF5 
41.386%. ] TJ ET Q Q q 289 382 23 16 re W n /Cs1 cs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596.08 cm BT 44 0 0 44 1255.357 21222 lm /TT38 1 Tf 6 . Tj ET Q Q q /82 292 23 16
re W n /Cs1 cs
0 0 s0sc q 0.24 0 0 0.24 18 596.08
cm BT 20.0068 Tc 44 0 0 44 1821.059 21022
lm /TT38 1 Tf [ 602.. 21 6386%. ] TJ ET Q Q q 222 282 23 16
re W n /Cs1 cs
0 0 s0sc q 0.24 0 0 0.24 18 596.08
cm BT 24 0 0 44 1255.941 21222
lm /TT38 1 Tf [ . Tj ET Q Q q 425 292 21 16 re W n /Cs1 cs 0 0 0 sc q 0.24 0 0 0.24 18 596.08 cm BT 20.0028 Tc 44 0 0 44 1337.517 21022
lm /TT38 1 Tf [ 641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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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表示可以�虑是否向�人¢£�校；仅有 #"($0的毕业生不ê意向�人¢£�校。!

!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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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专业课程课堂教学V¹的评价 

($",#0的毕业生对�校专业课程课堂教学V¹感�满意，其中，“非常满意”占

�为 +$"+)0。!

!

图 5- 5  2022 届毕业生对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价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5.对实践教学的评价 

-*--届毕业生对�校实践教学总体帮助度为 (#"$,0，各方面帮助度�在 (,"$)0

及以上。可见学校实践教学各方面�得�0毕业生的Î泛认可。|

|

图 5- 6  2022 届毕业生对实践教学各方面内容的评价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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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实践教学V¹的评价 

($")%0的毕业生对�校实践教学V¹感�满意，其中，“非常满意”的占�为

+$",#0。!

!
图 5- 7  2022 届毕业生对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7.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 

师资队伍既是教学的主体力量，又是办学的主要Éf，也是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最

关键的因素。($"$*0的毕业生对�校教师教学水平感�满意，其中，“非常满意”的

占�为 +%"%+0。!

|

图 5- 8  2022 届毕业生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评价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m意
36.45%

m意
34.18%

比nm意
25.53%

不¬m意
2.70%

¤¥不m意
1.13%

¤¥m意
37.73%

m意
36.17%

比nm意
22.70%

不¬m意
2.41%

¤¥不m意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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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校师德师风的评价 

($"''0的毕业生对�校师德师风感�满意，其中，“非常满意”的占�为 +(",+0。||

|

图 5- 9  2022 届毕业生对母校师德师风的评价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9.对校风学风的评价 

($"%,0的毕业生对�校学风感�满意，其中，“非常满意”的占�为 +#")'0。|

|

图 5- 10  2022 届毕业生对母校学风的评价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m意
39.43%

m意
35.46%

比nm意
21.99%

不¬m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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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m意
0.71%

¤¥m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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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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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专业素质的评价 

-*-- 届毕业生认为大学所获得的4专业\§5、4专业能力5对工作&学习的重要度

分�为 (%",#0、(%")$0，4专业\§5、4专业能力5对工作&学习需要的满足度分�为

(,",%0、(,"*,0。!

!

图 5- 11  2022 届毕业生对专业素质评价结果 

注：1.重要¦为选£“l重要”、“比n重要”和“一o”的人数占“ßá总人数à无法§¨人数”的比á。 

2.mâ¦为选£“ª«mâ”、“大ã分mâ”和“äùmâ”的人数占“ßá总人数à无法§¨人数”的比á。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11.对基础能力素质的评价 

学校 -*-- 届毕业生认为重要性排名前十位的基础能力素质依次为n�于ý察、

记忆能力、逻辑思维、表9能力、阅读理解、团队意§、�于倾听、创新思维、主动

学习和情绪s节。!

94.04%

94.47%

97.16%

97.45%

专业能å

专业知识

重要¦ m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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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2  2022 届毕业生认为较重要的基础能力素质前十分布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二）人才培养改进措施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2化教学内E、优化教学Éf、提升教学质量，人才培养

的整体质量�高。st结¹显示n-*--届毕业生对�校的满意度9 (%"#(0，$#"-#0

的毕业生ê意向�人¢£自ª的�校；毕业生对�校课堂教学总体满意度为 ($"*$0；

对实践教学总体满意度为 (#"$,0；毕业生对�校教师教学水平满意度为 ($"$*0；对

�校师德师风的满意度为 ($"''0；对�校学风满意度为 ($"%,0。因此，学校=进一

步发ÿ办学优势，依W市场需求、就业导向开展人才培养，明确和完�专业培养目标

和建设重点，¢进教学团队、课程教材、实践资源等专业内E建设。在课程设置方面，

随着就业�势及社会需求的变化相应地s整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程设置，适时地

增减课程内容，让学生学�科学、有3的\§。在教育教学方面，创新教学方Ü，倡

导启发式、探究式、�与式教学，突出学习、实践、科研、创新等多方面的素质和能

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的专业\§和专业技能。此外，学校=继续走产学研合作办学�

14.75%

21.84%

30.50%

31.35%

33.76%

35.18%

36.45%

46.95%

47.66%

61.13%

zæ调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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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êë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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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整合校内资源；同时2入探索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机制，建立创新创业基地和实

践教学平o，更加突出理论联系实g，培养学生的实g工作能力。!

二、对招生和专业设置的影响 

学校 -*--届毕业生各专业的就业情况n毕业去向落实率方面，-*--届毕业生中，

药学、健康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毕业去向落实率相对�高，�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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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13  2022 届毕业生对学校就业求职服务的评价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毕业生对学校就业指导服务的评价n学校 -*-- 届毕业生对学校各项就业指导服

务的满意度�在 (+"$-0及以上；其中对4生û规划&就业指导课5（(#",$0）、4职业«

¬与Ù导5（(#")'0）、4就业Ñ续办理（户口档案迁移等）5（(,",%0）的满意度相

对�高。|

 
图 5- 14  2022 届毕业生对学校就业服务的评价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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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意 m意 比nm意 不¬m意 ¤¥不m意

职业"#与$导,
95.18%

校园招聘会/宣讲会, 
93.62%

就业ö÷]理（øùúû

üf）,94.47%

就业帮扶与推荐,
93.76%

生%&'/就业(导), 
95.46%

学校发布的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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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对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服务的满意度n($"*+0的毕业生对�校在创新

创业教育及指导服务方面感�满意，其中，“非常满意”的占�为 ++")(0。!

|

图 5- 15  2022 届毕业生对学校创业教育/指导服务的评价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毕业生对学校提:的发展机会和锻炼平o的评价n($"*+0的毕业生对�校学校

开展的第二课堂等学生能力锻炼平o建设感�满意，其中，“非常满意”的占�为

+,")'0。!

|

图 5- 16  2022 届毕业生对学校提供的发展机会和锻炼平台的评价 

注：§¨©¦包括“¤¥m意”、“m意”、“比nm意”、“不¬m意”、“¤¥不m意”和“无法§¨” 其中，m意

¦=“¤¥m意”+“m意”+“比n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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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8% 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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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展的就业指导工作n学校开展的就业指导工作主要为“就业指导课程”，

占�为 %-",'0。其次为“就业指导讲座”，占�为 ,+",*0。!

|

图 5- 17  学校开展的就业指导工作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毕业生认为受益最大的就业指导工作n-*-- 届毕业生认为学校开展的就业指导

工作中，受益最大的主要为“就业指导课程”，占�为 %)",(0。其次为“就业指导讲

座”，占�为 +("#%0。!

|

图 5- 18  毕业生认为受益最大的就业指导工作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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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学校提:的就业指导服务n-*-- 届毕业生Í;学校提:的就业指导服务主

要为“开设就业指导课”，占�为 ,#"-#0。其次为“实习ì位¢£”，占�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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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20  毕业生认为学校学生管理工作需改进的方面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生活服务需改进n-*-- 届毕业生认为学校生活服务需改进的方面主要为“学校

食堂服务和饭菜质量”，占�为 ,)")+0。其次为“学校文娱体育设施及管理”，占�

为 +#"%,0。!

|

图 5- 21  毕业生认为学校生活服务需改进的方面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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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工作改进措施 

学校注重就业指导服务水平的提升，每年DW毕业生问xst的P{，聚焦问题

实施改�。DWst显示，-*-- 届毕业生对�校就业求职服务的满意度为 (#"%,0，

对�校各项就业指导服务的满意度�在 (+"$-0及以上，对�校在创新创业教育及指

导服务方面的满意度为 ($"*+0，对�校学校开展的第二课堂等学生能力锻炼平o建

设的满意度为 ($"*+0。学校=继续整合各方资源，多管齐*，为毕业生提:全方位

立体化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n一方面，继续提高就业指导水平和服务能力，增强就业

指导工作的C对性和有V性；加强信息平o建设，保障�上信息¯流为主的无�就业

市场的建设，'进信息服务水平，为毕业生提:更完�的就业服务。另一方面，丰富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构建以提高实践能力为$心，以全面提升学生就业素养为目的

的活动模式；Á开展生û规划�ü、素质拓展训练、实践ý摩�ü及专题U动式论坛、

模�创业活动、启创训练营等，让学生在活动中培养自身的生û意§、提高自ª的就

业、创业能力。此外，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创新精"、创业意§和创新创

业能力的培养融入�人才培养的全¨程中，,力培养´就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5的生

力军，¢动学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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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毕业生的评价 

总体表现n3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总体表现的满意度9� )**"**0，其中评价为

“º满意”的占�相对�高，为 %-"$-0。!

!
图 6- 1  用人单位对 2022 届毕业生总体表现的满意度 

注：m意¦§¨©¦包括“lm意”、“m意”、“äùm意”、“不m意”、“l不m意”和“无法§¨”，m意¦

=“lm意”+“m意”+“äù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政治素养n3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政治素养的满意度9� )**"**0，其中评价为

“º满意”的占�相对�高，为 %*"-,0。!

!
图 6- 2  用人单位对 2022 届毕业生政治素养的满意度 

注：m意¦§¨©¦包括“lm意”、“m意”、“äùm意”、“不m意”、“l不m意”和“无法§¨”，m意¦

=“lm意”+“m意”+“äù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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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水平n3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专业水平的满意度9� )**"**0，其中评价为

“º满意”的占�相对�高，为 $("*#0。!

!

图 6- 3  用人单位对 2022 届毕业生专业水平的满意度 

注：m意¦§¨©¦包括“lm意”、“m意”、“äùm意”、“不m意”、“l不m意”和“无法§¨”，m意¦

=“lm意”+“m意”+“äù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职业能力n3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职业能力的满意度9� )**"**0，其中评价为

“º满意”的占�相对�高，为 $("*#0。!

!
图 6- 4  用人单位对 2022 届毕业生职业能力的满意度 

注：m意¦§¨©¦包括“lm意”、“m意”、“äùm意”、“不m意”、“l不m意”和“无法§¨”，m意¦

=“lm意”+“m意”+“äù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3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工作能力的满意度n3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各项工作能力

满意度�9� ('"')0及以上。其中，3人单位对毕业生对“综合素质”、“实践动Ñ

能力”、“心理素质及抗压能力”满意度最高，�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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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各项工作能力的满意度评价分布 

能力分布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满意度 

综合素质 66.67% 25.00% 8.33% 0.00% 0.00% 100.00% 
实践动手能力 67.86% 27.38% 4.76% 0.00% 0.00% 100.00% 

心理素质及抗压能力 60.71% 29.76% 9.52% 0.00% 0.00% 100.00% 
人际沟通能力 63.10% 28.57% 7.14% 1.19% 0.00% 98.81% 
创新能力 59.52% 26.19% 13.10% 1.19% 0.00% 98.81% 

合作与沟通能力 65.48% 29.76% 3.57% 1.19% 0.00% 98.81% 
专业水平及理论素养 66.67% 27.38% 4.76% 1.19% 0.00% 98.81% 

管理能力 57.14% 29.76% 11.90% 1.19% 0.00% 98.81% 
注：m意¦§¨©¦包括“lm意”、“m意”、“äùm意”、“不m意”、“l不m意”和“无法§¨”，m意¦

=“lm意”+“m意”+“äù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3人单位招聘意ên)**"**0的3人单位表示今后还ê意继续招聘我校毕业生，

其中，“ºê意”占�为 %)",+0。!

!
图 6- 5  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我校毕业生的意愿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二、对学校人才培养的评价 

3人单位认为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与单位人才需求的吻合度为 ('"')0；其中“º

吻合”的占�为 #,"%$0，“吻合”的占�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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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6  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评价 

注：·合¦§¨©¦包括“l·合”、“·合”、“äù·合”、“不·合”、“l不·合”和“无法§¨”，·合¦

=“l·合”+“·合”+“äù·合”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3人单位普遍认为学校应在“实践动Ñ能力培养”（,,"*#0）、“综合素质培养”

（,*",'0）和“创新能力培养”（+'")*0）这三个方面<加强人才培养工作。!

!

图 6- 7  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建议 

注：ßá为¢选á，8各选项占比之和不fê 100.00%。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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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学校招聘服务的评价 

3人单位对学校招聘服务的满意度为 )**"**0；其中 $$"$%0的3人单位对学校

招聘服务表示“º满意”，-'"#%0的3人单位对学院招聘服务表示“满意”。可见，

3人单位对本校招聘服务的满意度�高。!

!
图 6- 8  用人单位对学校招聘服务的满意度 

注：m意¦§¨©¦包括“lm意”、“m意”、“äùm意”、“不m意”、“l不m意”和“无法§¨”，m意¦

=“lm意”+“m意”+“äùm意”的占比。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3人单位普遍认为学校应在“加强校企沟通”（-+"')0）、“增加招聘场次”（),"-(0）

和“拓宽服务项目”（)+")*0）这三个方面<加强招聘服务工作。!

!
图 6- 9  用人单位对学校招聘服务工作的建议 

注：ßá为¢选á，8各选项占比之和不fê 100.00%。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仁者教育-2022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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