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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概况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注册资金34亿元，

总部位于青岛崂山区，是一家集饲料加工、肉食品加工、畜禽健康养

殖及生物安全、金融担保、进出口贸易等业务为一体的大型食品加工

企业，下设分子公司 270 余家，职工人数 3 万余人。2020 年，集团

销售收入 519 亿元、资产总额 216 亿元、银行信用等级 AAA 级；全年

实现饲料产品销量 1410 万吨，连续 10年产销量位居国内同行业第一

位；家禽屠宰量 8.3 亿只，禽肉食品产量 185 万吨，是国内最大的禽

肉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种禽苗 5 亿只，销售种猪、仔猪、肥猪 829 万

头，总量居国内前列。公司先后被授予中国民营 500 强企业、山东企

业 100 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十大领军饲料企业、

中国肉类食品企业五十强、全国畜牧行业百强优秀企业、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等国家级荣誉称号；建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地

方联合饲料安全工程研究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山东省饲料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猪禽健康养殖与疫病诊断技术

工程实验室等十余省部级创新平台。公司的“六和”和“六和美食”

商标先后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近 1 亿元建立了饲料安全检

测中心和动保检测中心，共占地 9120 ㎡，配置了轨道离子阱质谱分

析仪、三重四级杆质谱分析仪、氨基酸分析仪、气相、液相色谱分析

仪、近红外分析仪、全自动核酸提取仪、荧光定量 PCR 仪、荧光倒置

显微镜、生化培养箱等大量先进精密设备，并已通过 CNAS 实验室认

可、CMA 计量认证。公司建有猪、禽、水产、反刍动物等研发试验基

地 16 处，均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各地观看、监控试验情况，可对新研

发的饲料配方和工艺进行实际生产测定和评估，对原料营养价值进行

精确评估；也可开展疫苗免疫效果评估试验、免疫程序研究及评估试

验、卵黄抗体及兽药等临床治疗效果试验等。

公司先后承担国家、省市级科研公关项目 106 项，受委托研发项

目 68 项，自主研发项目 645 项。围绕饲料、健康养殖等技术创新方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23）

- 2 -

面持续攻关和突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教育部科技进

步一等奖 1项、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 2项、山东省科技进步奖 8项、

青岛市科技进步奖 8 项、青岛市技术发明奖 1项。

截止目前，公司已申报国家专利近 1400 项，其中发明专利 771

项；获授权专利 890 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268 项。据国家知识产权

局相关数据，新希望六和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均居国内同行业前列，

并于 2018 年先后被评为中国专利创新 500 强、山东省专利创新 100

强，青岛市专利创新 50强等荣誉称号。

公司是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批准成立了全

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畜禽饲料标准化工作组，拥有 2名中国

饲料标准化委员会委员，3 名中国饲料工业标准技术咨询专家。近年

来，先后主持和参与了 37项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制定或修订工作，

包括《饲料显微镜检查方法》等 19项国家标准；《肉种鸭配合饲料》

等 17项行业标准；《蛋白质饲料中脲醛聚合物的定性鉴别》等 8 项山

东省地方标准；《蛋鸡、肉鸡配合饲料》等 14项团体标准。同时，公

司积极倡导并发起成立了“全国动物营养应用技术委员会”，为推动

行业内技术交流和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公司将以“农牧食品行业领导者”为愿景，以“为耕者谋利、为

食者造福”为使命，以“客户至上、挑战自我、奋斗者为本”为核心

价值观，着重发挥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效应，整合全

球资源，打造安全健康的大食品产业链，为帮助农民增收致富，为满

足消费者对安全肉食品的需求，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不断做出更大

贡献。

2 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我公司自 2016 年与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以

来，已连续 6 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企校合作不断向深层次发展，

构建了企校命运共同体。

2.1 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参与实践教学

我公司作为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的校外实训基地，承担畜牧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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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动物医学、饲料与动物营养、畜牧工程技术、食品检测技术、食

品加工技术等专业学生的顶岗实习教学任务，为实习学生提供一流的

实践教学和生活条件，每年均能圆满完成各专业学生的实习实训工作，

在我公司实习的学生都首选在我公司就业，真正做到了企业、学校、

学生三满意。2022 年，接收 281 名学生到企业学习。

2.2 校企合作成立特色二级学院，校企双主体办学

2018 年 3 月，我公司与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合作成立职责明

确、办学理念先进的特色二级学院——新希望六和农牧学院，开展现

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联合组建理事会，制定理事会章程，双方职责、

权利、利益明确，联合招生、共同培养，双主体办学、双课堂育人，

校企共担人才培养成本，按比例进行学费分配。

2.3 组建“新希望六和班”，推行现代学徒制

2016 年，我公司与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签订现代学徒制校企

合作办班协议，组建现代学徒制班—“新希望六和班”，实现双主体

办学。企校共同招生，招生即招工，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目前

143 名学徒已毕业，120 名学徒已进入本公司进行“师带徒”的岗位

课程学习。

3 企业资源投入

3.1 开发实践教学系统课程

充分发挥公司在行业中的优势，选派技术骨干组成现代学徒制实

践学习课程开发项目组，根据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开发了

生物安全基础知识和实操、配怀舍标准化技能操作、分娩舍标准化技

能操作、后备舍标准化技能操作、公猪舍标准化技能操作、保育育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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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标准化技能操作等系列课程资源。

3.2 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依托畜牧兽医等专业，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为专业实践条件改

善提供技术指导，组织技术部、研发部等技术骨干力量参与实验实训

室设备选型、车间改造，改善实训条件，提高学生实训质量。自 2018

年以来，我公司每年平均接收的山东牧院应届毕业学生 200 人。

3.3 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

本公司与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共建现代学徒制“新希望六和

班”，共同制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课程由企校双方互聘教师

完成，公司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担任学徒制师傅，加强岗位课程学习，

不断提高学徒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公司累计投资学徒办学经费近

100 万元。

4 企业参与教育教学

4.1 校企合作成立特色二级学院，校企双主体办学

本公司与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合作成立特色二级学院—新希

望六和农牧学院，建立校企双方定期会商联络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

召开例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学生管理、教师互聘、学生

评价等制度。校企双方合作更加紧密，形成了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为主要模式的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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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校企合作合办现代学徒制“新希望六和班”

为加强校企的合作，共同创建“校企融合、产教结合”的教育模

式，更好的培育农牧行业的专业人才，拓展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

在学校、企业两个育人环境中学习成长。本公司与山东牧院合作设立

现代学徒制班—“新希望六和班”，表现优秀的同学在学期末可以享

受公司提供的优秀学员奖学金。新希望六和班已举办七届，共联合培

养了 430 名专业素质硬、动手能力强的优秀同学。前 1.5 年公司每月

组织一次《新希望六和班职业发展大讲堂》或迎新晚会、元旦晚会、

冬至包饺子等校园文化主题活动，真正实现企业文化认知和校园生活

深度融合，大大提高同学们的职业适应性。后 1.5 年在岗学习期结束

学校老师进到公司现场检核学徒的学习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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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与专业建设

公司选派技术、管理人员加入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畜牧兽医、

水产养殖技术等专业的专业建设委员会，参与专业的修订、人才培养

方案制定、课程资源制作、实践教学等工作。

5 助推企业发展

5.1 企业人才需求有保证

通过现代学徒制合作项目实施开展，“新希望六和班”培养的学

生，也是企业的员工，是企校双方为企业量身定制的专业人才，通过

全学程的培养，在专业知识技能提升的同时，也提高了对企业的忠诚

度和认同感，逐渐成长为企业骨干和业务精英。通过现代学徒制的实

施，有效降低了公司的人力资源成本，解决了企业在留人用人上面临

的“招工-培训-上岗-离职” 困境。

5.2 生产技术革新有支撑

“新希望六和班”为企业量身定制的专业人才，为公司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技术后备力量。企校双方组成双师型师资队伍，通过现场考

察指导，促进了企业在生产中对新技术的应用。

5.3 企业效益有保障

促进了企业骨干的再成长和再进步，为公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通过企校协同创新、联合技术攻关，不断完善生产技术体系，提

升了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企业效益得到了提升。

6 服务地方

6.1 开展社会培训，服务农牧行业

新希望六和农牧学院是依托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建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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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学院依托企校双方的资源优势，对实训基地和实训室进行

整合、完善、升级，打造成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技能鉴定、大赛

培育、成果转化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实训平台，面向全国农牧行

业开展技术培训。2022 年度，开展各类培训 138 次，共 12.1 万人次

参与培训，覆盖全国农牧行业个人或企业。

6.2 企校共育人才，提高就业质量

通过企校合作，增加实训项目内容，由单项实训扩展到完整产品，

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能力、职业能力、社会能力、创新能力，提高了就

业质量。直接覆盖畜牧兽医、饲料与动物营养、畜牧工程技术、食品

检测技术、食品加工技术等专业，学生人数 4000 多人，有助于该校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大量的牧院毕业生在新希望六和实现了自己的

价值，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像吉崇星等明星校友，

他们作为榜样，为师弟师妹传递激情和勇于拼搏的正能量。

7 保障体系

7.1 构建协同育人新机制

特色二级学院-新希望六和农牧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校企双方人员共同组建理事会，制定理事会章程，明确了招

生就业、学生管理、教学管理职责，制定了学院发展规划、规章制度

和管理办法。在理事会指导下，成立校企合作专业建设委员会，确定

了特色二级学院专业设置，制定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教学标准，

完成了兼职教师聘用、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岗位学习与就业、校内外

生产实训基地建设、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深化了“人才共育、过程共

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一体化办学机制。

7.2 量身定制管理制度

制定了特色二级学院管理办法、双导师（企业师傅、学校教师）

管理办法、学徒实习管理办法、企业导师（师傅）聘任办法、学徒考

核制度、现代学徒制学分管理办法、招生管理办法、学生管理办法等

管理制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了特色二级学

院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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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实施多元化评价，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广泛吸纳学校教师、学生家长、行业专家参与教学评价，实行多

元化的评价方式。广泛开展教师评学、学生评教活动，建立持续改进

制度，实现教学质量及时掌握、及时反馈、及时改进的良性循环。

8 问题与展望

8.1 校企合作需要更加有力的政策及财政支持

目前，校企合作大多是自发性的行为，未能形成统一协调的、自

觉的整体行动，至今仍没有完备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保障，缺乏统

筹规划，统一布局，缺乏强有力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企业参与校企合

作、产学合作的实际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体现，企业行业参与校企合作

的积极性不强。企业由于市场及人力资源需求的不确定性，使优质合

作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耐力不够。

8.2 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不能仅定位于“社会公益事业”。企业更愿意

在职业教育这一领域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共同获益。但是，现实合作中

企业获益主要是能得到适合企业发展的优秀毕业生，这就显得获益形

式单一且不稳定，不能促进企业全面发展。可以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

的内容。例如：在保质保量，优先为合作企业推荐优秀毕业生的基础

上，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可以为企业职工的继续教育提供培训，提升

企业职工文化素养，专业技能；发挥教育科研优势，可以在吸收行业

企业新技术、新知识、新工艺、新方法的基础上，协助制定符合企业

岗位规范的企业工作流程标准，规范行业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加大对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企业进行表彰，为宣传企业形象提供帮助，

给予相关荣誉称号；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参与职业教育企业的成功经

验、做法和受益情况，引导更多的企业积极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

8.3 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养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逐渐引起高度重视，探索建

立多种培养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效果，尤其在职业技能上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学生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作风和职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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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隐性职业素养的培养方面仍面临很多问题。现阶段农牧行业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自动化水平正在快速提升，但是大部分家长、学生对农

牧行业缺乏深度了解，认知仍旧停留在传统养殖模式，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学生不愿意从事农牧行业，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去。建议校企联

合推广现代学徒制，企业文化进校园、国学课程进课堂、在学校多开

展一些职业生涯规划、行业趋势等有益于学生了解和接受行业的机会。


	1企业概况
	2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2.1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参与实践教学
	2.2校企合作成立特色二级学院，校企双主体办学
	2.3组建“新希望六和班”，推行现代学徒制

	3企业资源投入
	3.1开发实践教学系统课程
	3.2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3.3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

	4企业参与教育教学
	4.1校企合作成立特色二级学院，校企双主体办学
	4.2校企合作合办现代学徒制“新希望六和班”
	4.3参与专业建设

	5助推企业发展
	5.1企业人才需求有保证 
	5.2生产技术革新有支撑 
	5.3企业效益有保障 

	6服务地方
	6.1开展社会培训，服务农牧行业 
	6.2企校共育人才，提高就业质量

	7保障体系
	7.1构建协同育人新机制
	7.2量身定制管理制度 
	7.3实施多元化评价，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8问题与展望
	8.1校企合作需要更加有力的政策及财政支持
	8.2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
	8.3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