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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2009年全国

首批创业板上市。业务主要涵盖中药配方颗粒及饮片、成品

药、原辅料、医疗器械、医疗健康服务、药械智慧供应链等

六大板块。公司连续获得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诸多荣誉，位

列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第42位，中成药企业百强第15位。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76.71亿元，总资产116.07亿元，纳税额7.17

亿元。

公司建立红日特色中医大健康生态体系，依托自身不断

完善的中医药产品、中医互联网、中医智能系统，以中药配

方颗粒为核心，建立全流程质量溯源、全产业链联动发展的

新型模式。积极推进全产业链布局。“原辅料”板块旗下3

家企业产品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器械”板块依托

“超思”血氧系列产品，打造居家养老和基层医疗新模式。

“医疗健康服务”板块依托丰富的中医生资源，打造“上医

仁家”线上中医互联网服务平台、线下全国实体连锁中医馆。

“药械智慧供应链”板块打造药械供应链与物流延伸服务平

台，实现采购、物流、使用全过程数字化管理。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为适应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要求，进一步完善校院企合作

共建共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机制，发挥高等教育为社会、

行业、企业服务的功能，为企业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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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实习实训和就业提供更大空间。

学校从2019年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校企合作

协议》，双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广泛

开展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探索新型校企合作模式、

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经过建设，形成了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医教协同的“文化引领、 课证融通、师承培优”工学

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建成了产教融合生产性实训基地“上医

仁家”中医馆，广泛开展中医诊疗服务及中医技术技能创新；

共建“中医健康学院”，设立三峡中医药培训中心，开展职

业技能鉴定、中医药技术服务、留学生中医药培训研修、企

业单位康养拓展训练等培训项目；打造三峡中医药产品开发

中心，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及学校影响力。

三、企业资源投入情况

（一）经费投入情况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学校按照《校企合作协议》

共建“中医馆”。学校提供校前区中医第二实训中心、面积

1200 余平方米的场地，由红日药业出资 200 万元，完成基本

条件建设，建成“上医仁家中医馆”，打造产教融合中医生

产性实训基地，融中医教学、中医诊疗、中医技术研发与推

广、社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等功能于一体。

企业每年向学校捐赠 10 万元用于教育教学，每年向学

生提供奖助学金 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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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仁家中医馆

（二）技术及设备投入情况

红日药业聘请国医大师 1 名、技术专家 20 余名坐诊。

每年投入 30 万元，整合学院和企业的专家资源，依靠实训

基地的地理优势，为周边社区居民和在校学生进行诊疗服务；

投入 20 万元建设线上平台开展中医互联网医疗服务，发挥

企业“医疗健康服务”板块的优势。

设施设备购置。红日药业投入 26 万元购置了中药配方

颗粒智能调配系统、建设了学生示范教室等。

（三）实践教学投入情况

以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平台，通过校企合作，增强实践

教学环节的设计，年均开展实训教学 2000 余人次。同时，利

用课余时间开放诊疗室，学生到真实诊疗环境中学习，实现

早临床、多临床，强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升学习兴趣，提

高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实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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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一）专业建设

依据中医临床岗位能力需求，结合中医人才培养规律，

共同论证、完善中医专业课程体系，结合医疗、养生保健、

康复服务需求，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中医专

业人才。企业聘请的技术专家中，有 2 人为我校中医学专业

建设委员会成员，有 4 名为我校“新型师承卓越班带教老师”，

在中医学专业的专业调研、人次培养定位、课程体系建设等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课程建设

以产教融合基地为平台，根据中医服务岗位能力要求，

共同确定 8 门中医主干课程的培养目标，合理选择课程内容，

共同修订课程标准、教学设计，共同建设数字化课程资源，

共同编写教学资料。充分发挥人才技术优势，共同开展中医

药技术、产品及器具的研发 10 余种，共同开发创新创业教

材 1 部。

中医师承带教老师向学生
讲授临床知识技能

行业企业专家指导学生进行
免煎剂调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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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训基地建设

依托生产性实训基地教学平台，共建实训基地“上医仁

家”中医馆，建成中医养生广场，突破了中医临床的时间、

空间限制，方便师生就近在真实的中医诊疗环境中学习实践。

共同开发课程实训教学项目。深化医教协同，开展中医师承

教学，实施案例教学、理实一体等实践教学，开发了膏方熬

制、颗粒剂调配、中医脉诊、针灸治疗等生产性实训项目20

余个。

（四）师资团队建设

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专家实现双向流动，双向互聘。学

校聘请 20 余名企业技术骨干为兼职教师，对其开展教学能

力培训，指导其开展、承担实训教学任务；企业在学校聘请

10 余名中医专业教师到基地开展诊疗服务，拓展诊疗服务项

目，提升企业影响力。

（五）学生培养

中医馆进行秋冬养生膏方熬制
学生跟随行业企业专家进
行“中医脉诊”实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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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了中医师生双创平台。充分融合校企双方的人才、

技术优势，建立了中医药创新创业平台，师生双创团队项目

入驻平台，将健康服务领域的创意和产品不断打磨完善，进

行项目孵化，研制中医药产品 12 种，开发和推广中医适宜

技术 9 项。

五、助推企业发展

优选学校中医专业教师入驻企业，和企业专家共同组建

高水平、示范性健康服务团队，开发“专家诊疗、中医康复、

传统功法、中医外治”特色健康服务项目，为社区居民提供

优质健康服务，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年中医药服务收入

500 万元以上。

六、问题与展望

1.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进而发挥企业重要的办学主体作用，激发企业参与的

积极性，共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2.下一步，校企双方将在共同开展人才培养、深入推进

校企融合、联合开展党群建设、携手深耕科学研究和成果转

化等方面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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