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年度报告（2023 年）

一、企业概况

（一）公司概况

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是 2010 年 8 月正大集团在襄阳市襄

州区投资成立的一家从事畜禽养殖为主的大型现代化农牧食品企业。

公司投资总额6,070万美元，注册资本4,331万美元，资产总额53,064

万元。现有员工 700 余名，其中管理和技术人员 200 余人，具有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 30余人。 公司现拥有大型种猪场 11个，其中

6000 种猪场 1个、4800 种猪场 5个、2400 种猪场 3个，拥有存栏母

猪规模 40000 头。丹麦农场项目和代、放养事业正迅猛发展中，全部

建成后将达到年出栏肥猪 120 万头的生产能力。

自公司成立以来，曾先后荣获 “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 全国“生猪标准化示范场”、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

“襄阳十大名牌农产品”、“襄阳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等行业内多

项殊荣。在新形势下，公司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秉承“利国、利民、利企业”的经营理念，在不断扩大

生产规模、提高经营效益的同时，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协作，服务社会，

造福百姓，推动鄂西北地区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二）校企合作

公司注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21 年获得湖北省首批产教融

合型企业（图 1）。公司长期与涉农高校、职业院校深度开展校企合

作。自 2006 年始，持续与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在面向

“农场——餐桌”的产业链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奖助学、共建师生

实训基地、推进订单培养与现代学徒制、完善产业学院运行机制、共

建产教融合共同体。17年的实践，企业与学校的合作从“订单培养”

向“双链互通，教产共融”的全方位转变。目前，公司“利国、利民、



利企业”的价值理念与农学院“修德技、兴农牧、济民生”的系训精

神紧密融合，80%以上中高层管理人员来自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图 1 湖北省首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公示文件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2023 年，在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理事会指导下，完善了

产业学院“理事会领导下院长负责制”，深化了 7学期 3段式的现代

学徒制改革，持续推进襄阳正大产业链企业单独招生类型的人才培养

工作。在产教融合机制建设、学生实训平台共建、产业技术共同研发、



企业员工技能培训等领域深度合作，取得较好的效益。

（一）企业单招班改革持续推进，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基于现代农牧业专业群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参

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以技术骨干进校园授课、师带徒开展轮岗实训、

岗位实践、共同开展素质拓展活动等形式（图 2），把创新创业教育

融入了人才培养，推进了生产过程与教学过程融合、产业规程与教学

标准融合、企业技术骨干与学校教师融合、农牧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

图 2 师带徒开展户外素质拓展活动

截止 2023 年，联合累计培养产业链企业单招生 44人，归属襄阳

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的有 22人（20 级 11 人，21 级 11 人），其中

20 级的 11 人于 2023 年 6 月毕业后入职，100%掌握了正大农牧产业

链岗位必备的技术技能，学生未经二次培训，直接在公司上岗，综合

素养达标，适应期明显缩短，很快完成角色转变。

（二）产教深度融合，教学改革成果效果明显

以正大农牧食品学院、湖北现代畜牧业职业教育集团等平台为载

体，持续推进校企“全产业、全过程、全方位”合作。一是 2023 年，

助推现代农牧业专业群评为对接服务湖北现代产业集群发展重点专

业群（图 3），助推全国数智农业产教融合体成立（图 4），协助学



校成功申报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校级“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

图 3 现代农牧业专业群评为对接服务湖北现代产业集群发展重点专业群

图 4 全国数智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

二是通过养殖企业员工励志讲堂、教师进养殖场等系列活动，为

学校培育专兼结合的“双师型”高水平教师队伍，2023 有 4名教师

在企业兼职，助力现代农牧业专业群内 10人获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



资格，助力 3个项目获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三是提供企业

岗位技能标准，助力学校申报湖北省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资源库，建成

《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动物解剖生理》《动物疾病诊疗》等 5门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同开发《养禽技术》双语培训课程，并向泰可

泰农业技术学院 帕沃农业技术学院输出（图 5）。共同开发《动物

营养与饲料加工》《养猪技术》等 5本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新形态实

践课程教材。

图 5 泰可泰农业技术学院 帕沃农业技术学院颁发结合证书

（三）畜牧技术创新持续开展，社会服务成果亮点纷呈

校企双方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三农”有为有位。一是依托

正大集团动保研发中心（湖北襄阳），让教师团队承担“生态养殖技

术”“猪场安全生产技术”2 项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工作，协助教师获

实用型专利 3 项，扶持 15名学生成功创业。与学校共建“鄂西北动

物疾病检测中心”，共同开展动物疾病检测、饲料品质检测等技术服

务，扶持建成养殖场 5家，技术创收 265.85 万元。二是联合学校“三

区人才”、科技特派员队伍，服务乡村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共推农

技小院建设。共建了生态土鸡农技小院，开展新品种引进与培育、新

产品开发，带动山区 300 户贫困户养殖致富，总产值达 3000 万以上，

支援了精准扶贫工程。共建了黑猪养殖农技小院，通过“公司+合作

社+贫困户”形式加大襄阳黑猪推广力度，扩大国家地理标志“襄阳

黑猪”规模，由年出栏 3000 头增加到 6000 头以上，正在建设“襄阳

黑猪”保种繁育中心。三是聚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发展，共同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培训家庭农场主 200 余人、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200 余人、职业女农民 100 余人。面向社会开展新

型职业农民、企业员工的技能培训 1493 人次，社会服务到款额 300

万元以上；培养农村致富能手 100 人，带动 300 个种养大户，辐射周

边地区 3000 个农户增收致富。

2023 年，在面向“农场——餐桌”的产业链开展“全产业、全过

程、全方位”合作过程中，形成了“双链互通，产教共融”的正大模

式。该合作典型案例湖北省校企合作案例一等奖（图 6），合作成果

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三等奖（图 7）。

图 6 湖北省校企合作案例一等奖 图 7 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三等奖

三、企业资源投入

（一）师资投入



2023年企业先后有40余名技术骨干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实训基地建设、课程教学等工作，其中有 7名技术骨干长年支持教学、

科研、岗位实习等，2 名技术骨干参与指导学生首次参加 2023 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动物疫病检疫检验”赛项获二等奖。

1.参与各类平台建设。3 人负责产业学院、全国数智农业产教融

合共同体等平台的管理与运营。12 人参与现代农牧业专业群“一园

区六中心”实训基地建设，7人参与正大企业工作室建设。

2.承担课程教学。20 人对学校畜牧兽医、动物医学等专业相关

课程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轮岗实训、岗位实践等教育教学，共计

1238 学时。其中 5 人在校内承担 5 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合计 320 学

时。15 人在企业承担轮岗实训、岗位实践教学任务，合计 768 学时。

与学校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5名技术骨干无偿培训学

校教师养殖相关知识和技能合计 150 课时。

3.共同开发教学资源。双方合作过程中，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

公司企业团队共有 12 人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8 人参与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 ，8人参与新形态教材开发。

（二）物力投入

2023 年，企业以提供实习场地、捐赠奖学金、捐赠设备等形式，

向学校投入 311.45 万元。

1.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2023 年向学校提供轮岗实习、岗位实

践等实训场地 16个，投入食宿费用 63.24 万元， 捐赠设备 71.23 万

元。

2.共同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23 年参与培

养学徒 62人，合计投入 148.80 万元；向学校捐赠企业奖学金 6.0 万

元；协助学校开展各类交流会议 13次，接待平台内师生、其他企业

参访 300 余人，投入 7.0 万元。

3.共同开展技术服务。2023 年为学校培养教师 7 人，与学校共

同申报省级课题 3项，共同开展技术服务 5项，面向社会开展各类培

训 1.0 万人日，培养农村致富能手 62 人，带动 110 个种养大户，辐



射周边地区 1200 个农户增收致富，合计投入 15.18 万元。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一）深化 7 学期 3 段式的现代学徒制改革

结合农牧业周期性特点，实施 7 学期 3 段式的现代学徒制，在

生产实践中培养人。

1.第一阶段：产业初识。1、2 学期（入学第 1 年） 以公共通

识能力、专业通用能力、创新创业基础能力培养为目标， 校主、企

辅进行培养。联合开展 2023 级新生入学教育活动，学生(学徒）进企

业访学，初步认知产业发展；辅助学校做好在校生产业调研，保证学

生熟悉畜牧业现状与发展规划；协助 2023 级学生开展企业见岗，对

接现代农牧业专业群人才培养需求，提供企业岗位，保证学生（学徒）

初步认知岗位技能（图 8）。

图 8 2023 级学生开展企业见岗活动

2.第二阶段：项目体验。共同组建学徒班级，3、4、5、6 学期

（入学后第 2 至 2.5 年）每 2 个月校企轮流开展教学，以企、校

并重进行培养。结合正大岗位（群）项目，构建畜禽养殖技术、饲料

生产与销售、动物疾病防控、肉制品检验检疫等“四大项目模块”，

下分若干学习（工作）任务，实施校内教学——企业轮训的 4 次循

环。2023 年，协助 2020 级学生完成肉制品检验检疫模块的学习，2021



级学生完成畜禽养殖技术、饲料生产与销售两个模块的学习。企业轮

训期间，企业技术骨干手把手带教（15-20 名技术骨干任师傅，每位

师傅带教 1-2 名学生），在师傅和老师的共同陪伴和指导下掌握知

识与技能。

3.第三阶段：岗位实践。第 7 学期，2020 级学生（准员工）到

企业就业见习,全程师傅指导、企业岗位考核。学生毕业时已经具备

半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帮助学生解决工作经验短缺的问题,学生毕业

后直接成为企业正式员工。

（二）将产业链的生产要素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1.正大襄阳全产业链纳入专业组群发展。围绕现代农牧业专业群

（湖北省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培养服务农村一二三产融合的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定位，将从“农场”到“餐桌”的正大产业链

环节（种、养、加、销等），与群内专业一一对应。将正大国际标准，

融入《畜牧兽医专业（群）国际范式》项目建设。将正大员工薪级提

升培训体系，融入人才培养，共同培养学生职业认同感、集体归属感

和技能成就感。

2.正大岗位胜任力培养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根据产业链中各岗位

胜任力，共同修订并完善畜牧类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内容。培养规格

上，以技术岗、管理岗、市场拓展岗为基础，确立“1+N”（即一岗 为

核心多岗可选择）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上，将岗位晋升能力纳入人

才培养课程，增设《农业企业管理》、《正大企业文化》等课程，开

展学校学生与企业员工文化交流、文体竞赛活动。

3.正大产业链的生产技术案例纳入教学内容。依托正大产业链的

典型生产实例，共同启动专业“理实一体化”教学系列教材出版工程。

将正大“DFC 丹麦农场”、“500 代养”、“PCAI”、“SOP” 等模

式融入《养猪技术》，把“四级洗消”、“五级核查”、“标 准化

检测”等生物安全体系编入《动物防疫与检疫》，对接正大平谷 “四

位一体”、“机器人养鸡”等模式开发《智能养殖技术》《养禽技术》。

将 正大先进的养殖技术、畜产品加工新工艺、饲料生产智能化融入



到实践教学。如：对接“猪九宝”智能生产线开展《饲料自动生产》

教学；融入正大襄阳 200 万头生猪加工项目完成生猪标准化智能屠

宰实践；结合代养场技术服务，实施“代养服务包”工程，推进项目

服务式的开放教学。

4.正大生产平台纳入学生实训基地建设。共建鄂西北动物疫病

检测中心与正大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动物血清检测、养殖企业疫病

防控与环境管控等技术服务。将正大食品研发中心与学校畜禽产品加

工中心融合，立项大学生科研项目，推进学生动物产品 DIY 制作，

开发区域特色畜禽加工产品。把饲料生产与畜禽养殖试验结合，编制

畜禽养殖标准，开发标准化畜禽养殖模式。

5.正大员工绩效考核体系纳入人才培养评价。课程考核将考试

成绩、素质发展、实（轮）训表现、组织服从等融入考核，企业、学

校、学生三方分段、分层、分级评价。整体学业开展教师、师 傅、

企业、客户等四方“积分式”评价，将学业成绩、岗位表现、经济效

益、服务效应纳入评价内容，统筹评价积分，确定学生学业等级。

6.正大的价值理念纳入校园文化建设。把“利国、利民、利企 业”

的正大理念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一是营造和谐、包容的创新文化。将

正大创业历程、员工励志案例体现在教室、实训室和学生寝室，以“敢

创、能创、包容”的理念开展实践。二是构建竞争、分享的竞赛文化。

正大产业链联合校内师生，与员工共同参与畜禽疾病检测与防治、畜

产品检疫与正大杯创业大赛等竞赛活动，实现岗位技能 交流与分享。

三是以企业参访、研学、正大食品营销为载体，营造 “爱农、知农、

兴农”的文化氛围。

（三）实施“双向培养、互兼互聘”的教师团队建设

1.实施“大师名匠引领”工程，提升专业技能水平。协助学校

组建以陈焕春院士为引领的动物疫病防控攻关团队，通过畜禽疾病监

测防治、新药研发与中试，提升企业技术骨干、教师的创新能力。在

楚天技能名师余功本的带领下，组建正大产业链学徒师傅团队，在引

领专业教师技能成长。提供正大国际交流平台，供学校选派教师深入



泰国总部、丹麦种猪场，开展国内外畜牧业专家 交流与互访，提升

教师国际化视野。

2.落实“课程思政”，提升专业教师团队“思政能力”。通过

“课程思政”、“党建共建”等活动，培养教师团队“思政能力”。

开展“课程思政”，梳理课程育人的关联性，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确立“一懂两爱”的价值理念。正大襄阳产业链党委与学校共开

“支部主题党日”，在产业链上讲党课、养殖厂房育党员（图 9）。

图 9 联合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3.实施“互兼互聘、共同成长”工程，打造高水平专兼结合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通过正大员工励志讲堂、校内教师“三走进”

（走进养殖场、饲料厂、食品厂）活动（图 10），提升教师“四有”

素养。依托正大国家“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开展年为期 2 个月的

教师企业实践锻炼，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供场地，组织技术骨

干与专业教师同吃住、共攻关，增强教师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以“科

技特派员”“三区人才” 为载体，协助学校 12 名专业教师帮扶企

业成长发展，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图 10 教师走进正大食品（襄阳）有限公司

五、助推企业发展

（一）为企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合作以来，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为正大输送各类人才 1000 余人，

其中 80%以上成长为正大中国区中高层管理人员。2023 年，有 47 名

优秀学生在正大就业，其中有 5 名党员，为公司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借助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在教育教学方面的优势，学校 2023 年为襄阳

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培训员工 300 人，提高了员工的继续教育学历，

帮助企业培训员工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减少了企业的培训成本。

（二）助推正大公司产业兴旺

校企深度合作，促进正大襄阳产业链快速发展。2023 年布局上

从单一饲料生产扩展为种业、种 植、饲料、养殖、代养融资服务、

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规模上在襄阳已建成 100 万亩玉米种植、

200 万吨饲料生产、200 万头生猪养殖、200 万头屠宰加工等项目，

数量上先后成立襄阳正大有限公司、襄阳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襄

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正大(襄阳)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大



食品(襄阳)有限公司 5 家企业。

六、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问题

校企共建的正大农牧食品产业学院、湖北省现代畜牧职教集团、

全国数智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产教融合平台，深入性、多样化开展

合作依然不够，对襄阳市农业产业的服务贡献度有限，需要与农业产

业链紧密结合。校企双方开展实质性运作的教育教学项目仍需增加，

在“农科教融合，育训创一体”人才培养模式中，充分凸显行业、企

业元素。

（二）合作展望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湖北省高水平现代农牧业专业群建设单

位，专业发展理念与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的战略布局十分契合，

双方将继续加强顶层设计，注重产教平台功能的匹配性和合作差异性。

建立情感纽带、利益纽带，找准合作利益点，充分发挥平台效益，做

深做实产教融合。

1.在平台的实质性运行上有成效，夯实产教融合基础。一是通过

开展“双千双进”工程、现代学徒制改革、企业员工培训与学历提升

等，建好正大农牧食品学院。二是以中高职衔接为重点，强化“双师

型”教师培养、学生技能提升，建强湖北现代畜牧职教集团。

2.在“互联网+农业”广泛合作上有成效，推进数智农业产教融

合共同体建设。坚持“开放、协同、共享、共赢”，共建数智农业产

教融合共同体，搭建数智化农业管理平台，共同开展数智农业人才培

养培训等，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一是聚焦开放性，重点建设健康

养殖、设施农业开放性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2个。二是全面推进生产性

实践项目开发，做好农田及养殖场环境检测、动物疫病检测等生产性

实践项目 5个，高质量开展技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