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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19） 

一、概况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现注册资本

1.43 亿元，总资产近 11 亿元。主营玉米、小麦、棉花大田

作物良种，是集种子研发、生产、加工、营销和技术服务于

一体的现代化、专业化种子公司，具有农业部核发的全国育

繁推种子经营许可资质。公司已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良种重

大科研攻关协作”成员单位，是新疆“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新疆“高新技术企业”、新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自治区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公司实行集团化管理，下设行政、人资、财务、经营四

大管理中心；设有新疆奇台九立禾、塔城九天禾、喀什九丰

禾、库尔勒九中禾、河南新乡九圣禾新科、辽宁铁岭九圣禾

郁青、内蒙古众一、伊犁广丰达共八家子公司；在北京注册

成立了九圣禾农业研究(总)院，并成立了小麦、棉花、玉米、

标准化技术服务四个研究分院。 

二、参与办学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加强大学生的就业实践，公司

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高

校合作建立了校企实践教学基地，公司为培养人才实施了

“大学生工程”，并将其列为公司人才培育的重要发展战略。



对大学生开展“1+3+8”培养计划和双导师培养机制，每年

招聘 30-50名大学生、接收实践实习学生 20-30人。 

三、资源投入  

（一）经费投入 

 为保证大学生实践教学经费的落实，公司将其纳入预

算管理体系，设置见习专项补贴、意外保险费用以及科研、

生产等实践教学费用 30万元；同时见习学生所在的实践部

门也设置专项经费。 

（二）人力资源投入 

公司为保证后续人才战略的可持续发展与培养，于 2017

年成立昌吉回族自治州九圣禾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该中心成

立的初衷就是为培养可供公司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人才及

对有需要的企业或农业人提供专业的理论和实践培训。公司

现有科研人员 100多人，其中博士 6人、硕士 37人；有研

究员 12人、副研究员职称 13人，助研职称 27人，高级专

家 12人，来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 9人，同时公司

作为“国家十三五良种重大科研攻关协作”成员单位，新疆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新疆“高新技术企业”、新疆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自治区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科研

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占公司总人数的 40%以上；同时

公司下设的培训学校有专职培训管理人员 5人，使参加培训

的人员既有专业老师带领，又有专职管理人员。 

（三）物力投入 



教学设施：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昌吉市三工镇

九圣禾产业园，产业园占地 420亩地，现有培训中心 400多

平米的教室可同时容纳 400人以上培训，有电脑、投影、音

响空调等价值 13.2万的教学设备；有价值 3.5万元的桌椅

200多套，可同时容纳 400多人上课； 

食宿设施：新建的宿舍楼 2019年可投入使用，建筑面

积为 4600多平米，可同时容纳 200多人住宿；食堂面积为

400多平米，员工有 20多人，一次最多可接待 300 人左右。 

试验教学设备：重力清选机 1台、刮板灌包机 1台、风

力清选机 1 台、超声波清选机 1 台、复式谷物清洗机 1 台、

甜菜磨光机 1台、谷物水分测定仪 3台、冰箱 4台、电脑定

量秤 1台、光照培养箱 4台、水分测量仪 5台、电热恒温鼓

风干燥箱 1个、种子老化箱 1个、种子净度工作站 1台、数

粒仪 1台、单粒粉碎器 1台、大型垂直电泳槽 10个、凝胶

成像仪 2台、PH计 1个、八道移液器 1台，总价值 1400万

元。 

研发试验设备：秸秆还田机 1台、中耕机 2台、拖拉机

1台、气吸式精量铺膜播种机 1台、手持数字折光糖度仪 1

台、双板夹心式垂直电泳仪 1台、棉花考种轧花机 1台、毛

刷式吸尘锯齿轧花机 1台、玉米脱粒清选机配套皮带机 1台、

复式精选机 1台、双垄起垄施肥覆膜一体机 1台、包装秤 1

台、喷码机 1台、电脑定量称 1台、液压翻转犁 1台、种子

单粒样品粉碎机 1台、穴播机 1台、喷杆式喷雾机 1台、中



耕机 1台、联合整地机 1台、小包扫描器（2D）1台。总价

值 109万元。 

加工产设备：收捡穗工段：配置的是意大利博朗亚斯的

80t地磅一台、奥凯种机的 100t液压自动卸车系统一套、奥

凯种机的 4套果穗分拣系统。果穗烘干仓：该果穗烘干仓拥

有 1200吨的容量，分为 22个烘干仓，其中 18个大仓，4个

小仓，可以同时容纳 22个不同的品种进行烘干并且绝对不

会发生混杂现象。拥有 30个独立贮藏罐体钢板仓，总容量

6000吨。脱粒工段拥有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脱粒机，该机器产

能高达每小时 75吨有效脱粒，是国内目前 15-25吨的 3到 5

倍产能。包衣机：由佩特库斯公司提供，设计产能每小时 20

吨。包装工段：拥有 6个机位，10个工位，日加工产能约为

单班次 45吨；总价值 1亿多元。 

四、参与教学 

（一）专业建设 

通过公司一系列课程设置与高校联合培养将学生培养

成思想进步，政治立场坚定，专业技术过硬的农业技术人才。 

在实践课程设置时不止考虑专业理论课程，也将法律基础、

职业道德、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艾滋病防治、传染病防治、

民族团结、党课等课程纳入到学生培养课程设置中，同时根

据季节变化适时调整教学内容。 

（二）学生培养 

公司根据合作院校教学时间安排及公司生产季节，实践

教学时间在 6个月左右；对见习生采取“师带徒”方式进行



管理，由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或从事工作与见习生专业一

致并且实践工作经验 2年以上人员担任见习生辅导老师，按

月填写《见习生辅导老师意见反馈表》提交人力资源管理中

心。 

见习生实习津贴由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按统一标准编制

预算费用；各单位也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及工作环境自行制

定奖金发放政策，但费用由各用人单位自行承担。人力资源

管理中心根据见习生情况反馈和调查了解的情况，对见习生

导师履行“师带徒”的职责进行考评，对履职不好的导师通

报批评。 

五、助推企业发展 

（一）企业职工队伍建设 

目前公司有员工 343 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90%以

上），其中博士 6 人、硕士 37 人；有研究员 12 人、副研究

员职称 13 人，助研职称 27 人，高级专家 12 人，来公司从

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 9人。积极的利用国家各项人才引进

政策，通过政府层面引进疆外高层人才 5人，2018年申报引

进人才 3人；通过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引进博士，目前引进遗

传学博士 1人。 

（二）企业研发能力 

研发基地：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整合内部科技

资源，在北京成立研究总院，下设小麦、玉米、棉花和标准

化技术服务研究院；通过整合社会科技资源，在济南、铁岭

和丹东成立了三个合资研究所；在全国设立了 8个核心育种



站、15个生态测试站、150多个测试点；并与国内 28家科

研院 有长期技术合作；在产业园和产业园周边有试验地 512

亩，基础试验不出产业园就可以完成。 

试验基地：公司规划在产业园建设 4个现代化国家级标

准的实验室（包含分子标记实验室、种子生化检测实验室、

标准化技术服务实验室、品质检测实验室）及 1个集科普和

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种子科技馆；目前在科技楼已基本竣

工，2019年可投入使用。 

（三）效益提高 

公司大力投入新品种研发，部分小麦及玉米品种已成为

新疆区域主栽品种，2016年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47764 万元、

2017年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54405万元、2018年实现销售收

入 28162万元。每年向农民提供各类良种近 8万吨。据不完

全统计，使用公司的优良种子，对农民增产发挥了很大效果，

每亩增加收入近 1000元，整体带动农户增收上亿元，起到

了带领农户脱贫致富的作用。 

六、服务地方 

为带动困难群体增收，公司对农民开展农业技术专项培

训，将培训课堂搬至田间地头，每年召开农业技术现场培训

暨观摩会近百场，特别是应用玉米制种技术规程和优质高效

栽培技术规程，解决了新疆南疆玉米生产中存在的“优质良

种供不应求，大田生产水平低”的问题，培训农业技术人员

和农业科技示范户 2000人次，辐射带动南疆地区 1.5万农

民增收，亩增收 1200元。 



七、保障体系 

（一）院校治理 

九圣禾种业公司通过与新疆农业职业院校签署校企合

作协议共建了校企实践教学基地，并参与实践的学生签订校

企、个人的三方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责利。 

（二）政策保障 

公司在遵从国家、地方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根据公司实

际情况和对见习学生的培养模式制定了《大学生工程管理》，

办法针对见习学生的管理、培养、导师及经费支出做了明确

规定，从制度上保证见习学生管理的规范性。 

（三）责任年报 

为提升各单位对见习学生的管理力度，公司将从见习学

生中选拔公司后备人才作为重要的人才来源渠道，将见习学

生的管理纳入到各单位第一负责人年度考核指标中，确保见

习生管理的力度。 

八、问题与展望 

根据目前的实践教学实施过程中，发现目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未将学生教学实践与促进就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在未

来的校企合作过程中要将促进就业作为学生教学实践衡量

的一个重要标准。 

公司计划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共同建立就业定向

培养合作模式，将实践教学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根据企业

岗位特点提出培养要求，并提供教学内容和相关资料，由辅

导老师将这些内容融入到相关课程的教学中，或由企业派技



术骨干到学校来开设讲座，将岗位工作要求、员工素质要求、

企业文化、企业理念教授给学生，实现学生与企业、学生与

就业岗位的"零距离"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