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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背景



1 产业转型升级

p 规模化程度越越来越高

• 2022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超过70%，其中

生猪65.1%。2020 年 9 月，国家出台的 

《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

出，到 2025 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70% 

以上，到 2030 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75%以上；《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

（2023—2030年）》提出，到2030年，畜

牧养殖规模化率达到83%。



1 产业转型升级

p 智能化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手工劳动 机械化 自动化 智能化



1 产业转型升级

p 智能化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2 国家政策驱动

p《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1号）

   ——提升畜牧业信息化水平。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在畜牧业的应用，提高圈舍

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

p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2021.12）

    ——到2025年，畜禽养殖规模化率达到78%以上，养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全产业链生产经营集约化、标准化、自

动化、智能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p《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年）》

    ——到2030年，畜牧养殖规模化率达到83%。

p 2022年中央1号文件

——鼓励发展工厂化集约养殖、立体生态养殖等新型养殖设施。推动水肥一体化、饲喂自动化、环境控制智能化等设施

装备技术研发应用



2 国家政策驱动

n 政策明确表示将发展智慧养殖业作为“十四五”时期的

重点任务之一。近年来，中国智慧养殖政策顶层设计加

速完善，形成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技术推广应用、社会化

服务的完整政策体系，我国政府为推动智慧养殖建设，

推动信息技术与养殖业生产经营融合发展发布了《“十

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十四五”

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明确表示

将发展智慧养殖业作为“十四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之一，

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建设数字化平台，推动生产、

流通、屠宰等环节信息互联互通。在政策支持下，我国

智慧养殖建设将加速推进。



3 新职业岗位的出现

p数字经济下职业岗位的形成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有创造效应，

主要是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种

路径推动形成新的就业机会。

•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一些新技术岗位逐

渐形成，如数字安全工程技术人员、数

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

• 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被运用到畜牧业生

产各个环节，数字农业、智慧畜牧业应

运而生。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在不断更

迭的过程中，对大量农业数字科技人才

的需求激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产生的新职业岗位：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一级
（数字专家）

二级
（产业链数字化）

三级
（懂管理）

四级
（会应用）

五级
（能操作）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2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p人才培养不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定位无法满足畜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需要，需要由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转变为既懂

畜牧业知识，又懂现代信息技术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p课程体系落后于产业发展实际需要

      畜牧兽医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中，缺乏自动化生产、智能化远程控制、可视化远程诊断、精细化管理、信息化服

务等方面的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课程，很多本可以对接智能养殖新技术的课程名称老套，与产业发展不相匹配。

p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

      畜牧兽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在自动化生产、智能化远程控制、可视化远程诊断、精细化管理、信息化服务等方

面体现太少，甚至没有，与生产实际严重脱节。



2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p缺少适应产业升级需要的教材

      目前使用的养殖类高职教材，没有充分甚至没有体现“智慧畜牧业”的教学内容与实训要求，教材内容陈旧，有

的内容甚至已经过时。

p缺乏智能化生产实训教学基地

      实践教学基地仍停留在满足传统养殖生产实训教学，对开展智能化生产相关内容的实践性教学一筹莫展，因此，

智慧畜牧业发展对校内实训基地和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在智能化、自动化方面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目前显然还无法

完全满足。

p教师不适应畜牧业数智化转型的新要求

      畜牧业数智化转型对教师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数智化生

产设备的使用与维护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目前，专业教师显然无法适应这一新要求。



主要做法



1 项目推动

—四川省“双高计划”畜牧兽医（智慧养殖）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2021-2023）



1 项目推动

—四川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2022-2024）



1 项目推动

—教育部信息化教指委数字化转型行动研究课题（2022-2024）



2 专业拉动

p对接智慧养殖产业高端建设专业
    利用省级“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推进契机，系统谋划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主动作为，

勇于挑战，对接智慧养殖产业高端，培养既懂养殖知识，又具备一定现代信息技术知识的数智素养复合型人才，满足

畜牧业日益规模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对畜牧人才的新需求。



2 专业拉动

p开设畜禽智能化养殖技术专业
    自2021年起申报畜禽智能化养殖专业，通过对该专业的建设，倒逼专业建设数智能化改革，再以此带动畜牧兽医

传统养殖类专业升级转型，赋予传统专业新活力，培养满足畜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22年招收36人；23年录取70人



3 数智化重构专业群人才培养体系

p建立智慧养殖产业学院，重构人才培养目标

    畜牧兽医专业与温氏集团、宝和大数据公司、大北农等养殖头部企业共同组建智慧养殖产业学院，面向智慧养殖

产业链岗位群培养人才。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的总目标是：培养适应现代畜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需要的发展型、

复合型和创新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共建智慧养殖产业学院签约仪式



3

p对接畜牧业转型升级，重构专业群课程体系

    及时引入畜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标准，改造传统专业课程，赋予课程数智化特征。在2021

级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通用课程模块，增设智慧畜牧业导论（或畜禽生产智能化控制技术）课程；在专业方向课程模块，将

畜牧兽医专业猪生产、牛羊生产、禽生产等专业核心课程升级为智能养猪技术、牛羊智能化养殖技术、智能养禽技术；在专业

拓展模块，将现代牧场规划与设计、养殖场环境卫生升级为智慧牧场规划与设计、智能养殖环境控制技术等课程，课程体系初

步完成数智化重构。

产业端 教育端

数智化重构专业群人才培养体系



3

p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共建数智化教学资源

    依托智慧养殖产业学院平台，校企共建数智化新形态教材、云课程、智慧养殖“三新”生产案例、智慧养殖课程

标准、智慧养殖技术规范、智慧养殖虚拟仿真实训资源等。引入智慧养殖头部企业真实场景建设校内智慧养殖实训中

心，在校内实训室内模拟智慧养殖场，模拟通过配套物联网智能交互模块实现互联互通，主要解决智慧养殖课程实训

场景难以满足学生实训需求的难点痛点，实现现代智慧养殖实训基地与校园课堂的无缝对接，提升教学效果。

数智化重构专业群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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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共建数智化教学资源

数智化重构专业群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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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共建数智化教学资源

数智化重构专业群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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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共建数智化教学资源

智慧养殖
实训中心

智慧养殖虚拟仿真实训 智慧养殖仿真微牧场

虚实结合

课堂—牧场互联互通

数智化重构专业群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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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共建数智化教学资源

序号 智慧养殖实训中心部分实训项目

1 猪、牛、羊、鸡智慧养殖系统物联网传感器检测实训，满足智慧养殖系统物联网传感器（湿温度、二氧化碳、氮气等）识别、安装、调试实训

2 猪、牛、羊、鸡智慧养殖系统环境调试与控制实训，满足生猪智慧养殖环境智能化设备（风机、湿帘、喷淋等）识别、安装、调试、控制实训

3 猪、牛、羊、鸡智慧养殖系统控制反馈实训，满足生猪智慧养殖系统智能化设备（料线、水线、风机、湿帘、喷淋等）控制实时状态反馈实训

4 猪、牛、羊、鸡智慧养殖系统数据处理实训，满足生猪智慧养殖系统数据（温度、湿度、有害气体浓度、噪音数据）处理全流程操作实训

5 猪、牛、羊、鸡智慧养殖系统视频采集与控制实训，满足生猪智慧养殖系统视频采集与控制全流程操作实训

6 猪、牛、羊、鸡智慧养殖系统预警信息预设定实训，满足生猪智养系统预警信息（温度、湿度、有害气体、噪音数据）预设定全流程操作实训

7 猪、牛、羊、鸡智慧养殖系统服务器访问与设置实训，满足生猪智慧养殖系统服务器访问与设置全流程操作实训

8 猪、牛、羊、鸡智慧养殖系统移动端使用与设置实训，满足生猪智慧养殖系统移动端使用与设置全流程操作实训

9 猪、牛、羊、鸡智慧养殖系统全局组网实训，满足生猪智慧养殖系统全局组网（料线、水线、温控等）全流程操作实训

10 ……

数智化重构专业群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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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多措并举，提升教师的数智化素养
    为适应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需要，必须适时提高专业教师数智化素养。通过选派教师深入智慧养殖企业

实践锻炼、参加数字化智能化学术论坛、搭建学校与企业同步远程教学平台、参与数智能化教学资源开发等途径，不

断提升教师数智化素养，提高老师开发智慧养殖教学资源的能力。

教师参加智慧养殖相关培训教师智慧猪场实践

数智化重构专业群人才培养体系



阶段性成效



4 阶段性成效

n人才培养方案全面升级
     校企共同开发2021级、2022级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各1套，重构了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数智化改造升级专业课

程6门，其中专业核心课程4门。

序号 原课程 升级改造后课程 备注

1 —— 智慧畜牧业导论（或畜禽生
产智能化控制技术）

新开课程

2 猪生产 智能养猪技术 核心课程

3 牛羊生产 牛羊智能化养殖技术 核心课程

4 禽生产 智能养禽技术 核心课程

5 现代牧场规划与设计 智慧牧场规划与设计 拓展课程

6 畜禽环境卫生 智能养殖场环境控制技术 拓展课程



4 阶段性成效

n数智化教学资源建设取得进展
     建设智能养猪等数智能化新形态教材10本，智慧养殖“三新”生产案例库3个，校企共同开发智慧养殖技术标准2套，

建成智慧养殖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建设智能化养猪等仿真软件7套，智慧养殖实训中心完成方案设计、可行性论证、招投

标环节，即将建成。



4 阶段性成效

n 教师数智化素养获得提升

     专业课教师通过参加各类数智化培训，素养提到提升。近两年，教师立项教育部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四

川省教育厅畜牧兽医专业数智化重构课题2项，其中重点课题1项；立项南充市科技局相关研究课题1项；2022年《精细

化母畜生产》作品参加全省教师教学能力大赛获得二等奖。畜牧兽医专业教学团队入选省级职业教育第二批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畜牧兽医成为四川省职业院校第三批“双师型”名师工作室依托专业，获四川省“四有”好老师1人、农业农村

部涉农职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名师1人，获中国博鳌高端猪业科技论坛组委会2022年度生猪行业科技英才奖1人。



4 阶段性成效

n 专业数智化重构经验得到交流推广

    畜牧兽医专业数智化重构的探索与实践经验受到行业广泛关注，专业群负责人王怀禹教授，以《养殖业数智化转型升

级背景下的畜牧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为题，在2023年1月11成都渝江饭店召开的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论坛作

交流发言，受到来自省内兄弟院校、智能化养殖企业等专家、同行的一致好评。



4 阶段性成效

n 专业数智化重构经验得到交流推广

    在中国种猪信息网、猪业科学超级编辑部主持的“数字经济与智能化养猪”主题活动之视频直播大讲堂作专题报告，

介绍畜牧兽医类专业课教师适应养殖产业数智化转型需要，提升数智素养的路径与建设实践经验成果。



问题与思考



5 问题与思考

重视程度不够，
理念跟不上

资源整合不够，行
业企业参与不深入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王怀禹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