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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心堂”）

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 8 日。一直以来，一心堂秉持“一心做

事，以心换心”的理念，坚持用“爱心、关心、诚心、精心、

恒心”服务每一位消费者。经过 20 年的发展，目前，一心

堂拥有 10 个全资子公司、5 家制药厂及中药科技公司、中药

饮片配方颗粒厂、中草药种植基地；其中全资子公司共拥有

直营连锁门店 6266 家已遍及滇、黔、桂、川、晋、渝、津、

沪、琼等省市。员工近 3 万人，公司拥有 200 多万活跃会员，

近千万微信粉丝。公司总资产近 80 亿元。年营业收入近 105

亿元，净利润超过 6 亿元。一心堂于 2014 年 7 月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首家中国 A股上市的直营连锁药店，

实现了企业与社会的共赢。

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隶属

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之一。

2015 年 8 月至今，山西鸿翔一心堂先后收购了吕梁百姓平价

大药房、晋中泰来大药房、白家老药铺、山西长城药店、灵

石大众药房、阳泉天润大药房、新和大药房。目前，在山西

太原、晋中、吕梁、阳泉、忻州等地区有门店 594 家，年销

售 5.5 亿元，员工 1700 余人，税收缴纳 3000 余万元；经营

范围有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等，经营品种达 15000 余种，并建立了快速响应系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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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解决各种用药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专业

服务。未来，山西一心堂将线下业务受惠于城镇化，线上业

务互联网化和移动互联网化，建设全渠道模式营销网络体系；

同时将在集团的战略指引下，通过不断的发展壮大，最终覆

盖山西省内所有地市、县区、乡镇，向更多的老百姓提供价

格合理、质量保障的药品，为更多的消费者提供专业的药事

服务。遵守行业规则，勇担社会责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力争将鸿翔一心堂打造成在山西省内“品牌好、管理强、信

誉优”的知名医药零售标杆企业。

2.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2.1 开展了学徒制人才培养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加快布局山西市场的

过程中，深感人才在企业战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匮乏形成的制约效应。为了培养和培训技

术技能人才，储备技术骨干，2018 年 7 月，集团山西公司和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药学系签订“一心堂班”校企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正式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后经山西省教育厅

批准，我院药学专业成为了全省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之

一，开启了公司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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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校企签署合作协议

2.2 创新了人才培养模式

经过校企双方专家组成的专业建设委员会的深入研讨，

构建了企业特色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做法是在原有

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通过适当增加企业特色的

培训内容和实践训练，构建了企业特色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

式。学员的确定是按照学徒制人才培养协议的约定，从在校

生中选取有意愿的学生组成学徒制的虚拟班级。教学内容的

开展是学员在完成正常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利用课余时间和

周六日时间再完成企业特色的教学内容。实践性教学内容由

企业带教师傅承担完成。这样安排既考虑到了学员组班的灵

活性，也兼顾了企业教师教学时间的冲突。

2.3 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学徒制班的学员通过常规专业教学内容和企业特色教

学内容的学习，具备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和职业基本

素养；通过企业为主组织的校外综合实训课程的系统训练，

初步具备了胜任岗位工作的基本能力；通过岗位实习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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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学员的职业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毕业时基本能够

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有部分学员在毕业时或毕业后快速成

长为药店门店店长。可以看出新的培养模式表现出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

3.企业资源投入

3.1 经费投入

2018 年以来，集团山西公司通过学员培养、实习实训、

学员奖励、专业技能大赛等多种形式，累计间接投入办学经

费 100 余万元。

3.2 人力资源投入

学徒制班级的管理人员和师资队伍由山西药科职业学

院相关专业教师和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

技术人员共同组成，集团山西公司委派管理和技术人员 16

人，现拥有专兼职教师 31 人。

图 2 “一心堂班”师带徒拜师仪式

3.3 硬件设施投入

集团山西公司除了总部的培训室和校企共建的校内模

拟药店外，还有分布在太原的 60 多个门店参与了学徒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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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培养，其接受学生实习实训的能力完全能够满足学徒制

人才的培养需要。

4.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4.1 校企合作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根据企业工作岗位的需求，校企双方共同组建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共同制定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通过细化人

才培养的素质、知识、能力等培养目标，开发“课岗融通、

育训结合”课程体系，实行虚拟编班、分类授课、弹性参与、

灵活考核的教学安排。

图 3 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4.2 校企共同组建专业教学团队

围绕现代学徒制建立学校导师、企业师傅“双导师”专

兼职师资队伍，由集团山西公司管理人员开展职业素质培养，

企业一线优秀员工培训岗位核心技能，学校教师进企业、进

岗位，构建“专兼结合”的“双导师”师资队伍，形成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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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育人机制。公共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程由学院优秀教师

承担教学任务。专业核心课程由学校教师承担，企业特色课

程和实践性教学由企业师傅承担。公司非常重视此项工作投

入，积极协调带教师傅的业务工作和教学培训工作，确保学

员培养正常开展。

图 4 校企共建教师团队

4.3 校企共同建设教育培训资源

2022 年，集团山西公司参与了学院本届国家级在线精品

共享课程的制作工作，由企业专家、专业教师共同开发了《药

理学》课程，现已在职教云平台开放，截止 12 月底累计选

课人数超过 8000 人次。

图 5 《药理学》在线精品资源共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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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校企共同开展学生实习实训

2021年学院组织117名学生参与了为期4个月的校外综

合实训工作，在实习实训过程中，学生的优异表现受到了店

长和顾客的一致好评，2 名学生还荣获了企业优秀实习生的

称号。与此同时，公司为学生提供了参与门店专业技能竞赛、

抗疫志愿者活动等多样的实践机会，扩展了眼界、提升技能

水平。

图 6 学生参与抗疫志愿者活动、门店专业技能竞赛

5.助推企业发展

5.1 解决企业用人需求

公司为解决企业用人需求，服务学生更好就业，安排学

生实习实训、就业指导讲座等系列训练任务，为学生提供就

业向导、实习实训、证书咨询等服务。同时，在学徒制班的

合作协议中明确不限制学生的就业选择，也就是学生在学徒

制培养结束后，可以选择一心堂就业，也可以选择新的单位

就业。这样的培养模式很好的解决了学生选择学徒制班的后

顾之忧，同时为解决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缓

解企业用工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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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企业通过派优秀员工、管理人员参与学校的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的制定修订，在线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建设，学徒制

班学员的培养，一方面提升了企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另一方

面通过学徒制班的开设，将企业文化通过学员进行了很好的

传承和推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扩大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和

影响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6.问题与展望

6.1 联合招生机制尚未有效形成

学徒制班学员的招收目前仍停留在校内招聘的阶段，尚

未形成招工招生一体化的学员招收机制。下一步在学员招收

方面着重建立职业院校招生录取和企业用工一体化的招生

招工制度，推动学院根据合作企业需求，与合作企业共同研

制招生与招工方案。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学徒制学员招收办法。

6.2 岗课融通的课程体系尚需进一步优化

在学徒制培养模式的教学改革下，现有人才培养模式虽

然与传统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优势，但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也

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现行的教学安排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一些学生形成抵触情绪；在一些专业课

程和岗位对接上还不是足够的紧密。这些都为进一步完善和

细化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了的优化空间。

6.3 学徒制班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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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制人才培养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

其在社会面和学生中的影响力仍然非常有限。我想下一步应

该从两方面发力，一是不断优化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着力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扩大学徒制人才培养在社会面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要丰富学徒制班的教学方式方法，增加学徒制班学

员的有关活动的报道，扩大学徒制班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