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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座落在美丽的世界风筝之都——潍坊，是全国唯一冠名“畜牧
兽医”的高职学校，面向全国30个省份招生，现有全日制高职在校生13000多人，是全国
最大的畜牧人才培养基地，是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是山东省唯一畜牧业类专
业性高职学校。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产教紧密融合 职教改革向纵深推进》为题,报道了
学校办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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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学校坚持围绕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促产业，专业链与产业链高度契合。开设畜牧兽医、动物医学、

宠物养护与驯导等29个专业，建成“从牧场到餐桌”全产业链专业体系，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4 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

厚
德
敏
行

允
智
允
能

学校概况

     师资队伍强大  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4个、省级教学

（教师）团队11个。拥有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等近百名高层次人才。

     科研基础厚实  建有各专业实验实训室150多个，拥有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高等学校应用技术优质协同创新中

心、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内的研发平台48个，是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健康科

普基地。



 5 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

厚
德
敏
行

允
智
允
能

学校概况

      学生技能过硬，综合素质高 8次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毕业生就业供不应求，初

次就业率连续多年全省领先。毕业生离校三年后自主创业率近10%，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校友。近两年，

荣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银奖3项、铜奖3项，省赛金奖5项、银奖9项、铜奖

7项，“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决赛铜奖。学校被评为80后创富榜富豪毕业院校前20强，

是其中唯一的高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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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经验丰富  建有新希望六和

农牧学院、益生农牧科技学院等具有混合所有制特征

二级学院10个，校企共建股份制实训基地7个，校企

共建共享现代产业学院8个，牵头组建的山东省畜牧职

教集团入选全国首批示范性职教集团。作为牵头院校，

参与建设的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产教联

合体，已被山东省教育厅推荐至教育部，争创国家级

市域产教联合体培育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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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报告内容

02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03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功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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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的必要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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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1.服务国家战略的客观需要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提出“支持高校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服务”。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建

设现代农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

     《国家职业教育实施方案》、《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一系列国家政策表明，建设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在调动企业参与教育教学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技术技能人才供需对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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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2.实现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资源互补，发展共赢的重要途径  

      产教融合是高校与企业一部分指标放在一起做综

合分析研究，将社会所需人才与高校培养目标相联系，

以定向培养人才，实现高职院校与企业的一致目标。

即高职院校学生培养与企业员工日常工作相匹配；高

校教师做科研与企业资源关键技术相融合；高校教师

培训与企业人力结构相对接等。进而高校在培养人才

的过程中也可以借助企业的资源，提升学生培养及教

师培训力度，扩大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影响范围，

这样可以让人才培养与社会所需形成闭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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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生猪产业发展概况

山东是全国畜牧业大省。2022年，全省肉蛋奶总产量1581万吨，总产量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是全国

著名的“肉案子”，肉蛋奶总产占全国的近1/10。2022年，全省畜牧业产值3003.5亿元。山东生猪存栏

3005.4万头，同比减少4.6%，环比增长4.74%；其中能繁母猪存栏294.9万头，同比增长2.0%，环比减少

0.86%，生猪出栏量全国排名第四。2022年底，全省共有畜禽屠宰企业898家，其中生猪屠宰企业310家，包

括屠宰厂234家、屠宰点76家，屠宰量3382.9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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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生猪产业概况

“全国畜牧看山东，山东畜牧看潍坊”。潍坊是畜牧大市，2022全年潍坊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236.8亿元，同比增长3.7%；牧业产值338.0亿元，增长2.8%。2022年，潍坊市生猪存栏310.36万头，

出栏499.38万头，同比增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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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3.培养实用型人才的关键环节

      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是国家产教融合改革和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

部署要求。另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也越来越成为高职院校、企业、科研机构及政府多元主体、多类创新要

素融合的关键场所，高职院校应紧跟国家大政方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才能使高技能型人才更好地适应社

会发展。同时，也促使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呈现出更为多元集成、开放共享、立体多维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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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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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山东牧院建校68年来，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办学宗旨，坚持立足畜牧业、融入畜牧

业、服务畜牧业的办学理念，紧紧围绕农牧产业设置专业，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特色办学之路。在校企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方面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股份制合作模式；

引企入园，校企共建现代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以专业群为纽带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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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1.股份制合作模式

      组建模式：学院成立资产运营公司，与行业龙头企业，以股份制形式，通过资本、固定资产、

畜禽及设备等入股，共建了山东惠康饲料有限公司、山东牧院心仪动物医院有限公司等7家混合所有

制独立法人企业，对外作为市场主体，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内作为学生实习实训、教师实践

锻炼、科技创新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服务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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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1.股份制合作模式

      组建理念：坚持“不求完全所有，但求

充分利用”和“参股不控股，参与不干

预”。学院与7家企业合作的股权比例控制

在10%—40%，不干预企业具体经营行为，

同时保障了企业资源充分为办学育人服务。

学院发挥人才科技资源等优势，在科技成

果、产业政策、行业项目、技术服务等方

面助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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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1.股份制合作模式

      通过股份制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建设

发展，学校造就了一大批“踩着牛粪的

教授”和“扎根牧场课堂的技术员”；

研发了一大批“诞生于鸡窝的实用技

术”。同时，企业借助学校科研技术、

人才等支撑，实现迅猛发展，2022年，

股份制企业年产值达1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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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2.引企入园，校企共建现代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组建理念：

一产
现代农业

二产
加工研创

三产
研学文旅

生产
智慧循环

生活
社群共享

生态
绿色低碳

植物
草果林田

动物
畜禽萌宠

微生物
生物净化

三产融合 三物循环三生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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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2.引企入园，政校行企协同共建现代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组建方式：学校+政府+企业+行业

给予人才支撑，

倡导科技创新，

联动协同发展，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搭

建人才培养、教师实践

锻炼、科学研究、企业

培训和社会服务于一体

的优质平台。

学
校

给予政策支持，

引导多方协作，

撬动社会资源，

无偿划拨建设用

地，积极营造良

好环境。

政
府

注入共建活力，

主导先进实践，

主动创新运营，

投入一流设备设施、优良

品种、先进技术和流动资

产，实行市场化运作、企

业化经营，为教师实践和

学生实习实训留出充足岗

位。

企
业

      设立专人专岗，专门负责示范园的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产学研合作、技术研发、社会
服务等事宜，多元要素高效聚合，真正实现产学研协同发展，校企双主体育人。

统筹校企共赢，

指导规范合作，

推动有效运营，

通过制定标准、组织

行业大赛和社会培训、

培育指导项目等促进

校企深度融合。

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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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2.引企入园，校企共建现代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功能定位：

成为教学实训、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和农牧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高地

成为产学研培创、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

成为畜牧业类技能大赛集训、比赛常设的基地

④成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农牧循环、科技赋能的示范

⑤成为现代畜牧业标准化、智能化、生态化，可复制推广的样板

⑥成为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新六产”融合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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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2.引企入园，校企共建现代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建设规模及内容：学院按照“一体两翼”发展规划，在安丘和寒亭分别建设食草型和食粮型智慧农牧科技

示范园。

食草
型

奶牛标准化生产
公共实训中心

肉羊标准化生产
公共实训中心

饲料标准化生产
公共实训中心

驴良种繁育公
共实训中心

安丘公共实训
服务中心

生猪标准化生
产实训中心

肉鸭标准化生
产实训
中心

蛋鸡标准化生
产实训中心食粮

型

肉鸡标准化生
产实训中心

农牧生态循环
科技示范中心

农牧废弃物无
害化处理中心

科教中心 项目规划用地38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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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2.引起入园，校企共建现代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建设规模及内容：食草型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饲料标准化生产实训中心

年产3万吨
用地面积2.1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

肉羊标准化生产实训中心

年存栏肉羊2000只
用地面积13.3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0.4万平方米

奶牛标准化生产实训中心

年存栏奶牛1300头
用地面积14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0.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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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2.引起入园，校企共建现代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建设规模及内容：食草型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安丘公共实训服务中心

为学院300余名实训师生提供教学和生活辅助
用地面积4748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5704平方米

驴良种繁育公共实训中心

年存栏母驴500头
用地面积10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822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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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2.引起入园，校企共建现代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建设规模及内容：食粮型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生猪标准化生产实训中心

年出栏仔猪2万头
用地面积8.2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7059平方米

肉鸭标准化生产实训中心

年出栏肉鸭84万只
用地面积7.2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9270平方米

蛋鸡标准化生产实训中心

存栏蛋鸡26万只，年产鸡蛋4600吨
用地面积10.9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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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2.引企入园，校企共建现代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建设规模及内容：食粮型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肉鸡标准化生产实训中心

年出栏肉鸡150万只
用地面积5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

农牧生态循环科技示范中心

年产果蔬3378吨
用地面积76.6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农牧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中心

年发电110万千瓦时，年产有机肥2万吨
用地面积1.9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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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2.引企入园，校企共建现代智慧农牧科技示范园

      获得荣誉

新旧动能转换
优选项目

—— 省 发 改 委 ——

省级公共实训基地

—— 省工信厅 ——

潍坊市重点项目
—— 市发改委——

省级中小学生
研学基地

—— 省教育厅 ——

 省级“双创”
示范基地

—— 省发改委——

省级科普教育基地
——  省科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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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组建模式

3.以专业群为纽带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校企联合，整合资源，充分满足畜牧兽医等5个专业群人才培养需要，选择规模大、运
行良好、设备与技术先进企业，进行密切合作，校企共建了产教融合实训基地88家。联合
制定产教融合基地建设标准，开发岗位课程，进行教育教学资源建设。

序号 专业群
基地数量

（个）

年接纳学生数量

（个）

1 畜牧兽医专业群 44 2000

2 现代农牧商贸专业群 10 500

3 现代宠物技术专业群 10 500

4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专业群 14 600

5 智能控制技术专业群 1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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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功能效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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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 教 融 合 实 训 基 地 的 功 能 效 益

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强

        厚植学生知农、爱农情怀，锻造学农、务农本领，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明显增强。年培训、实训新

农人8000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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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 教 融 合 实 训 基 地 的 功 能 效 益

示范引领养殖业标准化发展，增强行业发展动力

       示范推广国际先进的畜禽标准化生产管理模式，推动现代畜牧业

转型升级，增强行业发展新动力。 示范引领区域性示范户、养殖场10

万家；可接受各类培训3.5万人次/年；通过培训，为社会输出执业兽

医师、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才1800 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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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 教 融 合 实 训 基 地 的 功 能 效 益

加速国际化办学进程，提升国际影响力

       承担中德农牧培训中心、中尼农牧培训中心职能，组织开展西部省份

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畜牧兽医类人才培养培训，对接合作院校，强化

师资培养，积极开展农业对外合作，输出先进的生产模式和标准，打造农

业对外合作科技支撑与人才培养基地，显著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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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 教 融 合 实 训 基 地 的 功 能 效 益

推动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服务乡村振兴，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每年接纳市

民旅游观光上万人次，接纳6000名中小学生参观，提供直接就业岗位200

余人，带动周边种养户年增收1亿元，辐射10万亩盐碱地土壤改良，创造

社会效益2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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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 教 融 合 实 训 基 地 的 功 能 效 益

成为科教融汇的试验田，为基地建设提供经验范式

     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品种，开展生产经营，引领示范、辐射推广先进技

术和标准化生产模式，成为行业新技术中试区；发展高端、绿色、循环农牧业等新产业、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建成新产业示范区；集“教育+农业+文化+研创+推广”于

一体，成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产教融合乡村振兴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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