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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光明生猪有限公司是由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海梅林正广

和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和上海市上海农场合资成立的专门从事生

猪养殖的专业化公司。公司地处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四岔河上海市上海

农场，以四岔河为中心，东临大丰港、西接临海高等级公路，交通便

利、区位优越，距上海300km，处上海3小时经济圈内；是上海重要的生

猪养殖供应后方生产基地，上市生猪占上海生猪自产总量的40%以上。现

养殖规模达100万头，年上市生猪达90万头，总资产11.55亿，年产值14

亿元左右。公司下辖3个主要生产基地：上海农场基地、江苏农垦基地及

域外合作基地，现拥有“三自动一结合”型自动化畜牧场及传统型畜牧

场共计23座，其中原种猪场2座，扩繁猪场2座，商品猪场18座，300头规

模种公猪站1座。配套建设有饲料厂2座，动物技术保护中心2座。江苏梅

林现拥有专业管理技术人员498人，其中：高级畜牧兽医师8人、执业兽

医师20人，中级技术人员28人；硕士学历以上17人，大中专以上学历达

90%以上，与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哈

尔滨兽医研究所等多家科研院校也建立了广泛的技术联系，在遗传育

种、饲养技术、疫病防控、饲料营养与化验分析等技术领域开展广泛的

技术合作。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先后有500多位毕业生在上海农场江苏

梅林工作，公司80%以上场长为江苏牧院毕业生。 

公司先后荣获“全国机械化养猪先进企业”、“上海市级文明单

位”、“上海市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2008年通过HACCP认证以及

ISO9001:2000和ISO22000:2005认证；2008年底被商务部授予“中央生猪

储备基地”；2011年至2015年，先后有7个牧场被农业部授予“生猪标准

化示范场”；2012年成为“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成员单位”；2015

年，公司下属光明种猪场顺利被评为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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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投入 

1．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实行先招生后招工的招生模式，校企双方在一年级新生报到时进行宣

传，学生经过自主报名、面试、到企业现场考察、签订协议、单独组建

“现代学徒制”班。先是学生身份，后是企业员工身份，招生与招工同

步，学员同时具备学生和企业员工双重身份。校企共同制订畜牧兽医专

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培养方案，明确培养目标、规格、课程体系、学

业考核、毕业与就业等问题，满足企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的需

要，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针对性和动手能力强，毕业后即可上岗操作，更

加适应养殖行业的发展需求。截止目前校企合作组建了畜牧兽医专业现

代学徒制试点班3个，共计89人。  
 

 

图 1 现代学徒制班级在企业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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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代学徒制班学生毕业典礼 

 2．合作举办生猪养殖人才培训班  

校企联合举办生猪养殖人才培训班，专业教师与企业专家组成双师

授课团队，学校精心安排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担任主讲老师，企业

安排实践经验丰富的场长担任带队老师，培训的学员从畜牧兽医零基础

开始，学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为下一步从事生猪养殖事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图3 生猪养殖人才培训班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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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同构建和实施“双向交互、四阶递进”培养模式 

按照现代畜牧产业人才的发展要求，以提升职场能力为核心，实施

“双元育人、在岗培养、定向就业”，创建了“双向交互、四阶递进”人

才培养模式，实施“双主体办学、双资源共享、双导师育人、双身份学

习、双文化融合、双主体评价”，建立“双向引进、双向互聘、双向培

训、双向服务”运行机制，按“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成长路径

四阶递进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即第１阶段知岗体验，培养岗位通用能

力；第２阶段跟岗学徒，培养岗位核心能力；第３阶段顶岗实习，培养

岗位综合能力；第４阶段定岗入职，培养岗位胜任能力，实现学生从校

园到职场“无缝对接”。 

 

 

图 4  企业师傅现场授课 

 



6  

 

图 5   学生在进行技能操作 

 

 

 
图 6   学生在企业毕业论文答辩 

三、参与教学 

1．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光明生猪总经理邹广彬先生被聘为江苏省第五批高职院校类产业教

授，积极参与专业建设工作，公司不仅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提

供人才 需求数据信息和帮助，而且选派专业人士直接指导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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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修订，使人才培养方案更加贴近企业需求。 

2．共同开发课程标准  

根据规模化生猪生产及猪病防治岗位的任职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质能力、岗位适应能力、岗位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职业

素质课程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以素质为基础、能力为核心，与企业

共同构建适应现代规模化生猪生产需要的课程结构体系，制定了动物营

养与饲料、动物繁殖、养猪实务、猪病防治等10门课程标准；针对入企

岗位实训，以企业为主，制订了规模化猪场配种技术员、妊娠舍技术

员、产房技术员、兽医等相关岗位标准，据此对学徒轮训岗位群进行技

能达标考核，校企双方制定了企业师傅标准、学徒质量监控标准，保证

人才培养质量 

3．共建实习就业基地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先后有500多位毕业生在光明生猪工作，公司

80%以上场长为学院毕业生，公司每年接收600人次的认知实训，120名学

生的顶岗实习，招录100人实现就业，大部分同学工作3年以后成为公司

的中坚力量。 

 

 

图7  产业教授邹广彬先生为学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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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学院领导带学生参观企业 

四、保障体系 

1.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建设

校企合作机制，成立校企合作专业指导委员会，由学校主要领导担任主

任，委员由企业负责人、学校教师、行业负责人等人员组成，校企合作

专业指导委员会负责制定校企合作战略，筹集合作资金，发挥联合优

势，加强校企联系，协调推进校企双方共同发展。 

2.成立校企合作专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该机构为常设固定机构，校

企合作专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落实校企合作专业指导委员会的决定

和各项管理制度的制定，负责合作项目的管理、协调，建立和强化质量

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自我完善机制，保证合作项目科学、规范地运

行，更好的满足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 

五、思考展望 

一是校企合作要注重实效。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企业的优势得到充

分发挥，而学生的技能水平、创业能力得到不断提高。 

二是双方实现“双赢”。要走出学校“热”而企业“冷”的困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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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因此，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除了要考虑

到学校的教学实践外，还必须兼顾企业利益。 

要真正办好职业教育，必须不断创新教学模式，紧密结合本地实际，

把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作为职业学校的责任和使命。注重从多方

面与区域产业对接，形成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互动、互利、共赢的产学

深度合作关系，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