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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校基本情况



1 9 3 6 年 1 9 9 8 年

畜牧兽医专业开始招生

1 9 5 8 年

建校，80多年办学历史

2 0 0 3 年

升格为高职

国家级重点中专

办学历史悠久

高 职 后

国家乡村振兴优质校
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教育部“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
重庆市骨干校

重庆市示范院校
重庆市优质院校



1.学院基本概况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1936年建校，2003年组建高等职业院校，

是重庆市唯一一所以现代农业为特色的全日制普通公办高等职业院

校，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学院办学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善，校园

环境优美，师资力量雄厚。设有动物科技学院、农林科技学院、智

能制造学院、汽车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人工智能学院、通识

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8个教学单位43个专业，有教职工

600余人，普通全日制在校学生13000余人，已面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招收留学生35名。

  

8
教学单位

唯一
农业特色全日
制普通公办高

一万
在校学生



02 动物科技学院
基本情况



2011-2014 2016-20182016-2018 2016-2018

动物科学学院办学基础

重庆市
示范专业

重庆市骨
干专业

重庆优质校
一流专业

教育部现代
学徒制试点

专业

2020

国家优质骨
干专业

2019-2023

中国特色高
水平专业群



特色
专业

畜牧兽医（重庆市高职院校类唯一的以现代畜牧业办学为特色的专业集群、国家双高计

划高水平专业群、国家骨干专业、市级示范重点专业、市级骨干专业、教育部现代学徒

制试点专业）。

学院在校生3880余人

畜牧
兽医

宠物临
床诊疗

水产养
殖技术

动物防
疫检疫

动物
医学

动物
药学

宠物养
护与驯

导

特色专业



  新建12000㎡现代畜牧科技大楼，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值3000万元。

  建有动物疫病检测、畜禽生产等校内实训室25个，教学实习医院1个（动物医院），校外实训基地192个，重庆市现

代农业应用技术推广中心。打造了“一馆三中心”（现代生猪产业科技馆、动物疫病检测诊断中心、现代畜牧智能设

备改造中心、生猪大数据中心及生猪智慧养殖示范教学中心）的特色生猪产业实践教学基地。

校内实训室



师资队伍势力雄厚

l 专任教师80余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14人，
博士12人，研究生学历70人；

l 拥有全国技术能手2人，全国轻工技术能手1人；

l 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名师1名，全国优秀青
年兽医师2人；

l 重庆市教书育人楷模1人，重庆市高校中青年
教师2名，巴渝学者1名；

l 重庆市高校创新研究群体1个；

l 重庆市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

l 重庆市教师教学创新团队1个。



03 聚焦生猪产业链
高水平畜牧兽医专业群



专业群定位

2022年，全国生猪存栏量为4.53亿头，能繁母猪存栏量4362万头。

2022年，我国生猪产值1.7万亿元，占农业总产值16%；生猪出栏接近7亿头，约占全球生猪出栏

量的50%；全年猪肉产量5541万吨，约占国内肉类总产量60%。

川渝生猪存栏量、出栏量、消费量均排全国之首。

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落户重庆。

一 专业群定位
生猪产业养殖的规模壮大是畜牧兽医专业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



一 专业群定位

生猪产业是
最重要的民
生产业

生猪养殖产
业技能人才
匮乏

生猪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
柱产业。

猪粮安天下，养猪产业对国民
经济的贡献和经济社会的稳定
发挥重要作用。

要达到国内产业平均水平，高素
质技能人才缺口为14.8万人，如
果发达国家相比，这一缺口将达
到57.4万人。

我国生猪产业现有从业人员约
154.2万人，具备“双证”技能劳
动者占就业人口比重仅为约14%，
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高素质技能人
才占技能劳动者比重仅为约18%。



一 专业群定位

工厂化

专业化

标准化

智能化

清洁化

节约土地

机器代人

专业分工

劳动高效

清洁生产

人才培养
标准转变

倒逼



一 专业群定位

   2019年畜牧兽医专业群入选国家“双高计划”

中国特色高水平建设专业群。

   专业群定位：立足重庆“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

区”，面向西南地区、辐射“一带一路”国家；

对接生猪产业链，服务现代畜牧业；适应生猪产

业链转型升级要求，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



一 专业群定位

1  方案

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

2

专业群动态调整机制
专业群资源配置机制

3

中国生猪产业职教联盟
生猪产业创新学院

生猪产业协同创新研究院

三个体系

专业群课程体系
五育并举育人体系

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体系

三个标准

企业岗位群职业能力标准
专业群教学标准

对接生猪产业链课程标准

5

产教融合、专业融合、课程
融合、德技融合、评价融合

一套方案 两个机制 三个实体

五个融合

“123335”工作思路



二 培养体系（聚焦生猪产业的课程体系）



二 培养体系（聚焦生猪产业的实践教学）



生猪大数据、示范养殖教学中心

生猪养殖自动化生线

生猪屠宰加工智能沙盘

现代生猪科技馆实训教学



二 培养体系（聚焦生猪产业的产教融合共同体）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04 聚焦生猪产业链
的产教融合



创建产业职业教育产学研联盟

46家全国农牧高等职业院校，21家现代畜牧
业龙头企业，2家科研院所。

开展人才互聘，重大项目攻关、中小型企业协
同创新、成果转化，加入科技部100+N协同
创新体系。

成立产业协同创新研究院

成立产业学院
扬翔、正大、德康、天兆等公司合作，开展
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培养，员工培训。

产教融合----搭建产教融合平台

解
决
合
作
度
不
深



平台建设



联盟合作成效
1.共同创建1个论坛品牌—中国生猪产业职业教育高峰
论坛两届（2021，2022）。
2.开展了生猪产业教师进企业活动---走近天农猪场，
正大、德康等（2021、2022）。
3.筹划“科创中国”：生猪产业发展系列论坛。



产教融合----校企共建资源

建立一批校校、校企的融合实训基地和开放性实训
平台。

校企研共同开发基于畜牧产业的动态课程资源包。

校企共同建立动物医学和水产养殖职业教育教学资
源库。

举办教师进企业实践锻炼的“强师”计划，提升教
师能力。

解
决
适
应
性
不
强

校企研共同开发一批 ，已开发各类教材
40余本。



产教融合----校企共建教学资源第一批十本教材

重庆大学出版社和中国林业出版社联合编写和出版了《动物解剖》、
《动物剖检技术图谱》等10本教材，其中《动物解剖》彩图版被评
为“十三五”和“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



产教融合----校企共建教学资源（12本十四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

主导编写了中国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实用技术12本丛书，
《面向2035:生猪高质量发展标准化关键技术》系列丛书，由中
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四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



产教融合----校企共建教学资源（第三批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14本教材）

14本由中国农业出版社拟出版的一系列教材，目
前初稿已经完成，正在与编辑部对接后续工作。

教材名称 校内主编 教材名称 校内主编

1.《动物微生物实践操作手册》 张崇英 8.《猪产品卫生检验技术》 彭津津

2.《猪疫病防控技术》 陈亚强 9.《水产动物疾病防治技术》 张超

3.《兽医临床诊疗技术》 杨庆稳 10《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 吴春艳

4.《观赏鱼养殖技术》 徐茂森 11.《母猪生产技术》 母治平

5.《水产动物解剖与组织学基础》 任思宇 12.《育肥猪生产技术》 何航

6.《中兽医药物与方剂》 赵婵娟 13.《养殖场生物安全技术》 彭津津

7.《动物外科手术技术》 王晓艳 14.《牛羊生产与疾病防治》 陈亚强



产教融合----校企共建教学资源（7本电子教材）

由上海复旦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拟出版的7本电子教
材，目前已经完成招投标程序，正在与编辑部对接上
平台事宜。

教材名称 校内主编

动物病理 张传师

动物寄生虫 李思琪

动物微生物 张崇英

水产动物疾病防治技术 张超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 吴春艳

猪疫病防控技术 陈亚强

猪病诊治技术Ⅰ——猪外科病常用技术 王晓艳



附件中
序号

编写
类型

教材名称 教材
主编

编写单位 出版社

7 计划修订
教材

宠物疾病临床
诊疗技术（第3

版）

曹授俊、
张传师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重庆
三峡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
版社

18 计划新编
教材

宠物诊疗工作
流程手册

徐茂森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

版社

28 计划新编
教材

动物产品卫生
检验图式手册

李思琪、
陈斌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

版社

40 计划新编
教材

动物外科手术
技术

王晓艳、
卓国荣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江苏
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
版社

58 计划新编
教材

实用鱼类学
任思宇、
吴春艳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

版社

63 计划新编
教材

水产动物营养
与饲料

吴春艳、
任思宇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

版社

75 成书
养殖水环境化
学与水质管理

技术

周亚、王
加美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江苏
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农业出
版社

77 计划新编
教材

育肥猪生产技
术

母治平、
吕元龙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重庆
市梁平区畜牧渔业发展

中心

中国农业出
版社

81 计划新编
教材

猪疫病防控技
术

陈亚强、
蔡汝健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广东
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

研究所

中国农业出
版社 

产教融合----校企共建教学资源（农业农村部“十四五”规划教材9本）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入选9本农业农村部

“十四五”规划教材



产教融合----标准校企共建

课程
标准

教学
质量
标准

人才
评价
标准

专项
技能
标准

产业
岗位
能力

国际
通用
标准

解
决
学
用
不
一
致



服务区域产业发展

1.为社会培养畜牧兽医专业学生10000名。

2.构建了3中心、1馆、1院的实训实践教学平台。

4.近3年开展社会服务和技术服务累积3200人
次。

5.立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2项目。

3.学生累积获各项技能大赛奖项70项。

6.出版各类专著、教材44部。

解
决
技
术
推
广
应
用
不
足



  2021年《“田间学院”助推乡村振兴：
涉农高职院校“三农”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与实践》等获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

 2022年《“游教”乡村：“田间学

院”助振兴》获教育部典型案例奖

建设成果



建设成果

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

                       —脱贫影像：产教融合打造“腊肉新乡村”



建设成果

重庆市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重庆市脱贫攻坚集体嘉奖



服务“一带一路”，进行产业技术输出

留学生培养（32人）
1.2020届12人（缅甸班）
2.2021届10人（缅甸班）
3.2022届10人（缅甸班）

搭建国际专家工作和
培训中心

1.在缅甸成立海外产业培训学院1个
2.在斯里兰卡成立中斯国际乡村振兴
学院1个
3.已开展国际培训100人次

国际职业标准制定
（坦桑尼亚国际标准制定）

     1.动物养殖技术4级、5级
     2.水产养殖技术3级
     3.动物健康技术员2级

开发国际教学资源
1.立项中泰职教联盟双语
版精品在线开放课程4门
2.配套开发了1套双语版教
材

国际交流与合作



校企科研协同创新，解决研究不接地气和转化率不高

解决转化率不高

建立人员互转机制

企业发布科研创新

需求，科研院所、

高校协同攻关。

建立任务订单机制 建立就地转化机制

企业、科研院所、

教师角色互相转化。

以需求为导向，转

化科技成果，探索

先用后转。



科研项目聚焦生猪产业
主持重庆市科技局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
重大项目1项。
主持重庆市教委科技项目（23项），重大课
题2项，重点课题3项。
其中50%以上的研究方向聚焦在生猪产业发
展。



下一步工作



n 一是建立猪场标准化操作规程（SOP，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包
括产房SOP，保育舍SOP，配种怀孕舍
SOP，隔离舍SOP，公猪舍SOP，育肥
舍SOP等。

n 二是建立专项技能操作规范，包括人工
授精技术、仔猪关键技术（剪牙、断尾、
阉割）、免疫技术、动物疫病检测技术
等操作规范。

n 三是建立猪场管理操作规范，包括猪场
设计、设备操作、生物安全防控等操作
规范。将养猪技术、专项技能、猪场管
理等内容融入教学内容。带动家禽、牛
羊等“养殖产业”教学、课程资源库建
设。

n 四是建立生猪产业智能化生产规范：生
猪产业智能化机器、智能供料系统、人
工智能值守、智能化值守平台、智能精
准通风、智能化机器人作业等智能化教
学素材。

校企共建生猪生产技术标准



生猪产业标准化、智能化生产规范

校企共建生猪生产技术标准

岗位类别 岗位描述 建设内容描述 建设资源数量（个）

畜牧技术岗
生猪养殖技术员 猪场保育舍操作规范猪场育肥技术操作规范猪场后备母猪

舍饲养管理操作规范猪场种公猪饲养管理操作规范 4份

配种员 猪人工授精操作规范 1份
接产员 猪场产房操作规范 1份

兽医技术岗

初级兽医技术员

猪场疾病防治与消毒操作规范猪场疫病监测操作规范 2份
中级兽医技术员
高级兽医技术员

兽医师
高级兽医师

生产管理岗
后备场长

规模化猪场设计操作规范猪场生产管理手册 2份场长
区域经理

智能化猪场各
个岗位

区域经理、场长 智能化猪场设施设备配制标准 1份
场长、后备场长 智能化猪场管理软件操作规范 1份
生猪养殖技术员 智能化猪场设施设备操作规范 2份



生猪
产业

产学研联盟
多站式师资培训
专项技能大赛

学生访学

标准制定
职业岗位标准

通用型技术规程
打造1+X证书

科研创新
国家生猪科创中心分中心
基于企业需求的协同攻关

技术推广应用

社会服务
第三方检测实验室

移动诊疗120
智能化设备升级
生猪大数据分析

培养生猪产业“全口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建立“中国标准”，打造高水平专业群
坚持做“猪事”，培养“养猪达人”，发“猪财”。

校企共建生猪职业教育的中国标准



汇报完毕  
欢迎大家多来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