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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规模与结构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共 5755 人。从性别结构来看，男生 1967 人，占毕业生总

人数的 34.18%；女生 3788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65.82%。 

 

图 1- 1  2024届毕业生性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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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96.56%，基本实现充分就业。 

 

图 1- 2  2024届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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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2024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毕业去向合并 人数 占比 

单位就业 4093 71.12% 

升学 1252 21.75% 

自主创业 180 3.13% 

自由职业 32 0.56% 

暂不就业 13 0.23% 

待就业 185 3.21%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三、社会贡献度1 

（一）就业地区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主要选择在省内就业（77.26%），在省内就业的毕业生主

要流向了合肥市（43.34%），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省外就业人数较多的地区为江

苏省（6.33%）和浙江省（5.37%）。 

图 1- 3  2024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省份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1针对已就业毕业生进一步统计分析其就业地区、就业行业、就业职业、就业单位分布。就业地区需学校按我国

民政部 2024 年 4 月公布行政区划提供信息；就业行业、职业需学校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库结

构及代码标准”（教学司函〔2014〕1 号）提供信息。就业单位性质需学校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监测工作的通知”（教就业厅函〔2024〕11 号）提供信息。就业行业、职业按一级分类

分析。就业单位按就业单位性质分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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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行业 

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卫生和社会工作（70.29%）、批发和

零售业（8.34%）。 

 

图 1- 4  2024届毕业生就业量占比排名前十的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管理平台。 

四、职业期待吻合度2 

毕业生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与自身职业期待的吻合度为 89.47%，其中很吻合所占

比例为 20.15%，吻合所占比例为 26.77%；可见目前已落实的工作整体比较吻合自身

的就业期望。 

 

图 1- 5  2024届毕业生职业期待吻合情况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新锦成-2024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2 职业期待吻合度评价维度包括很吻合、吻合、基本吻合、不吻合、很不吻合和无法评价；其中，吻合度为选择

很符合、符合和基本符合的人数占此题总人数-无法评价人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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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业创业工作举措 

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切实将 2024 年就业各项

工作抓紧抓实抓好，多措并举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一、高位部署推进，全校上下一盘棋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工作，将就业工作列入学校年度重点工作，“一

把手”亲自靠前指挥部署，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定期专题研究、部署、推进就业工

作。召开招生培养就业工作推进会，将就业工作放在学校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高

度，全面动员、全员发力。制定《安徽医专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方案》，组建校院

两级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细化工作台账。校领导包干学院，院领导、专业带头人、

专业教师分包联系学生，辅导员全程开展指导。校院两级领导班子充分发挥示范带

头作用，广泛开拓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深入开展社会需求调查，积极落实访企拓

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形成校院联动，共同推进就业工作。 

二、全力开渠拓岗，就业服务不断线 

学校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主动邀请用人单位进校开展招聘活动，搭建多

元化的就业特色市场。通过办好“一次省级大型市场、三次综合中等规模市场为主

体、若干各学院小精专优市场、常态化线上就业市场”，开展“周有宣讲，月有双

选”校园就业服务活动，实现就业宣讲“全覆盖”。坚持靶向施策、精准发力，促

进供需精准匹配，连续十九年承办安徽省医药类专科毕业生基层就业市场，基层岗

位占比半数以上。推出“一网一群一公众号”信息服务矩阵，提供全天 24 小时不断

线的校园一站式云招聘服务。 

三、强化统筹联动，供需双方构合力 

构建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医院五位一体协同促就业的深度合作机制，推

动就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在专业课教学和实习实践等育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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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就业教育引导。以职业教育集团为龙头，不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产教融

合，资源共享，共建“特色产业学院”，实行“订单班”培养模式，联合培养行业

需要的人才，精准对接用人单位需求。 

四、关注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有温度 

关注困难群体毕业生，提供有精度、有温度、高效度就业服务。夯实“校-院-

班”三级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机制，明确校院领导、专业带头人、辅导员、专任教师

的帮扶责任，重点筛查有就业意愿且就业存在困难的大学生，做到因人施策、靶向

帮扶。通过“清单制”+“销号制”，努力实现“百分百帮扶、有就业意向的学生百

分百就业”。充分落实“1353 就业帮扶机制”，为困难群体毕业生提供有精度、有

温度、高效度的个性化精准就业指导和帮扶就业服务。 

五、规范数据统计，就业数据守底线 

念好“严真细实快”五字诀，提升就业监测水平和工作效能。牢牢守住就业数

据真实底线，确保就业数据真实，将就业工作纳入学校巡视巡查工作内容，严格执

行就业统计工作规定，按照教育部“四不准”和“三不得”规定，不断完善就业监

测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校-院-班”三级就业统计核查工作机制，定期开展就业数

据自查自纠。 

六、优化指导服务，生涯规划有引导 

学校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为抓手，统筹各二级学院立足就业思政教育、

就业政策教育、求职技能教育、求职防诈教育、求职心理等主题，丰富就业育人活

动形式，开展线下课程、线上直播、主题班会、优秀校友榜样论坛、生涯规划训练

营、第二课堂等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就业观和择业观，真正做到以

赛促学，科学合理规划学业与职业发展，提升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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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毕业生对学校的评价 

母校满意度：学校 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为 99.09%，总体满意度较

高。可见 2024 届毕业生对在母校所学知识及能力水平的满足工作需求的程度、校

风学风等方面均比较认同。 

 

图 3- 1  2024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新锦成-2024 届毕业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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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用人单位评价 

对毕业生的满意度：97.50%的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总体工作表现感到满意。 

 

图 4- 1  用人单位对 2024届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新锦成-2024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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