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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四角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报告（2019） 

 
 

一、 企业基本情况 

云南四角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农业服务公司，是一家

创新型战略联盟股份制企业，公司集科研、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 

打造一流农资联盟平台。公司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发展、

超越”为宗旨，整合上下游资源，现德国钾盐、德国康朴、意大利世科

姆、挪威雅冉国际、爱尔兰亚特兰蒂斯、北京金必来等多家国内外公司

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代理德国钾盐红牛品牌为首的系列水溶肥 料、挪

威雅冉绿芬微品牌为首的系列叶面肥、以意大利世科姆为首的系列杀菌

剂等多个品牌；公司全力打造自己的高效品牌套餐组合。 

公司与优秀经销商形成产业联合体，构建销售、推广、服务一体

化，以试验示范为重点、以示范观摩为突破，切实服务每个客户的服务

平台。公司目前在职员工共 135 名，其中高层领导 10 名，中层干 

部 20 名，技术人员 15 名，基层推广 50 名，实习生 40 名。2018 年 
 

全年销售额约 1.4 亿。公司以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为出发点，开展健

康土壤、健康作物、健康农产品的绿色农业科技活动，切实推进云南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围绕绿色高质高效农业全产业链， 做好

引领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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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企合作开展概况 

2013 年 11 月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与云南四角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原云南鼎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合同，开展校企合作、共

育人才。公司积极参与到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作物生产技术、烟草栽培

与加工、植物保护、中草药栽培技术、种子生产与经营、生物技术与应

用专业等专业建设，学院聘请公司张和林总经理为教学督导， 一道

开展了人才培养模式的修订工作，增加了学生实作与实战的实践教学环

节，共同制定学生跟岗实习与预就业（毕业实习）方案，开展教学模

式改革，实行从“四段三融合”拓展到“两段校企融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达到了与企业融合度更高，效果更好新局面，充分发挥了企业

参与人才培养的优势，实现了双主体育人、双导师育人， 创办了企

业班，落实企业文化、企业管理、企业工作平台与流程、企业新产品、

企业商业模式、企业渠道进校园、进教学、进课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和水平。 

到目前为止，选派跟岗实习学生 70 人，跟岗实习最低每月补助 
 

1800 元；公司选定预就业学生 40 人，预就业每月补助最低 2800 元， 
 

构建完整的有效产教联合人才培养基地。从 2016 年开始，每年公司 
 

投入教育和学生培养经费 12 万元，投入师资 50 人，其中到校内师资 
 

20 人，校外师资 30 人，公司全方位支持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设立“励 
 

志奖学金”，金额 1 万元，已经奖励了优秀贫困学生 20 人，此外公

司对到公司实习优秀学生，还有特殊贡献奖；对毕业后到公司工作学

生有优惠政策，公司与学院一道用心、用情、用力、用智、用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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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知行合一、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新举措，共同推进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培养，凸显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对职业教育真心、真力， 

以及企业的满腔情怀。 

三、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实施过程 
 

（一）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四角田订单班”是由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农学与生物技术学

院联合云南四角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办的一项公益教育事业，是双

主体育人传承与创新，是实现产教融合、共育人才的重大举措，旨在

帮助学生扩充知识面、理性认识社会、适应社会。“鼎诺班”是利用

同学们的课余时间，由公司与学院统一管理，按照社会企业需要，对

在校学生开展人文与职业素养、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以提高学生

综合能力为目的特色班。 

“四角田订单班班”学生自愿加入，面对云南农职学院农学与

生物技术学院所有在校 1-2 年级同学招生，专业不限。云南四角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力所能及范围为学生社团活动提供资助，给大三学生

提供跟岗实习。“四角田订单班”的同学可优先考虑进入公司开展跟岗

实习，最终结果以学院统一安排为准；班级学员在校可以优先申请四角

田励志助学金；学生通过跟岗实习阶段，确定与公司签订合同 3 年及

其以上者公司可提供在校期间一年学费。到目前为止，订单班已经举

办两届，参加学生有 180 人，已经毕业学生 80 人，大部分到企业参

与跟岗实习。 

（二）经费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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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云南四角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云南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实习生补助、校园励志助学金、培训班课

时费、学生活动赞助费共投入约 385000 元。 

2018 年度，2017 年度，云南四角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云南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实习生补助、校园励志助学

金、培训班课时费、学生活动赞助费共投入约 485000 元。 

两年公司共投入 87 万元来支持高职人才培养。 

（三）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情况 

公司占地面积 4772.5 平米，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工业园区。

公司设有综合楼、员工宿舍楼（2 栋宿舍，共 112 个房间）、食堂（设

大众食堂、回族食堂）、仓库、停车场、配电室、公共浴室等。其中仓

库面积约 3500 平米，办公区 1000 平米（其中设董事长办公室、总经

理办公室、副总办公室、财务室、公共办公区、会议大厅），宿舍区 

2000 平米（其中共 8 层），员工食堂、公共浴室区约 500 平米， 

停车场 300 平米。 

（四）技术设备投入 

学校根据学生今后从事农业技术推广需要，购置农业推广人员

必备的土壤速测仪、PH 计、糖度仪、采土工具等相关小型仪器设备

50 套，提供给四角田班使用。企业投入新技术资料（含图片、PPT、 

视频），共 20 多种，提供新产品样品 30 多种，提供多媒体 2 套，提

供交通工作等。 

（五）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情况 

1. 职业素养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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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职业素养《亮剑精神》。关注点狭路相逢，勇者胜；课程

目标让学员学习亮剑精神，提高学员团队意识，增强学员执行力。 

课程二《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关注点勤劳一日，可得一夜长

眠； 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课程目标让学员对自己生活自我解

析，从生活细节去改变自己。 

课程三《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关注点在人员培养上，如何选

人、用人、育人、留人；课程目标学员根据企业组织结构，结合班级

实际情况，设立不同部门，从而完成各部门汇报。 

课程五《职业的最佳选择与最佳组合》。关注点是适合的职业， 

就是最好的；课程目标：学习如何选择行业、选择企业、选择岗位。 

课程六：《职业素养》。关注点是礼尚往来，时刻准备。课程目

标是学习如何做一名优秀的新员工 

 

 

 

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亮剑精神 
 

2. 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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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一《微生物菌剂的重要性》，课程二《农资发展的历程与前

景》，课程三《云南主要农作物及植保技术介绍》。专业课程紧密围绕

行业发展，结合学生实习与就业知识需要，注重学生校外专业技能需

要，强化学生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的培养。专业课程关注点是前沿知

识、技能、目前主推农资产品；课程目标是适用、可操作、对接农业

服务、农资市场。 

  

职业最佳选择 微生物肥料应用 
 

3. 拓展训练 
 

训练一：素质拓展；训练二：集中辅导学生演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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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企业投入师资 50 人，其中到校内师资 20 人，校外师资 30 人。

公司总经理张和林亲自给学员上课，董事长亲自指导学员。公司选派

了一批优秀员工作为校外指导教师，亲自指导实习学生开展技术指导、

试验示范、培训、营销等工作。 

学员领导亲自挂帅，开展动员和加强管理，配备专门班主任和专

任教师，共安排师资 10 人次，指导跟岗实习和毕业生预就业实习， 

指导、引导企业共同完成人才培养方案的任务。 

四、 企业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保障 
 

合作方法：校企对接。校企双方找准合作点，自行对接沟通，签

订校企合作协议书，按协议书要求开展校企合作。协调指导。校企之

间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工作的协调沟通，企业各部门根据工作

要求对实习学生进行技术指导。安全管理。安全保障办法按学校学生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实施。 

合作原则：培养人才、互利、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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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保障。成立联合人才培养工作小组，加强领导，切实解决困

难与问题；落实固定负责人员负责日常事务管理，实行企业、学院班

主任制度，加强考勤，实施综合评价办法。建立激励奖励机制，对表

现好学生企业给予表彰奖励，学院在奖励政策上给予倾斜；双方达成

共识，优先安排学生到企业跟岗与顶岗实习；公司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录用学院毕业生。 

五、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成效 

（一）合作机制的建立 

 

构建“1234”合作平台与机制。即围绕“1 条主线”：校企合作

培养学生职业、专业能力；落实“2 个主体”：学校和企业；实现“3 

个对接”：专业与产业对接、人才培养规格与岗位任职要求对接、课

程与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对接；建立“4 项机制”：专业培养目标

动态调整机制、课程开发多元机制、教学质量保障机制、目标量化考 

核机制。 

（二）人才培养方案的建设 

 

在加强学生素质培养，职业能力培养，保证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上，从培养与企业发展需求有效对接的农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出

发，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在“高质量就业、能力本位、产学研结

合”思想指导下，落实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构建落实全新 

2+1 人才培养时段，“三合一体”培养人才模式，发挥了企业育人主体

作用。 

有一套规范有序行之人才培养有效管理流程，有相关可操作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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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学校有专职管理队伍和相关指导教师，企业有专门人员负责

此项工作。有相应评价体系和检查办法，有安全保证支持体系。流程

清楚，管理方法可行，企业、学校指导人员保证。实战情况真是，培 

养针对性强。 

（三）学生实习实训、就业情况 

到目前为止，学生到该企业实习人数超过 70 人才，有 50 多人到 
 

公司就业，占公司员工人数 70 ，一批毕业生成为公司骨干、中层干

部，少数毕业生为公司高层管理员，一批毕业生成为公司技术核心， 

促进了公司各项业务整体提升与发展，同时也促进我院教育教学改

革。 

此外，参与该项目同学，有 8 人考取本科，通过“三支一扶、西 
 

部志愿者、事业单位、大学生村官”就业的有 5 人，获得国家奖学金 
 

2 人，云南省奖学金 4 人，校级奖学金 6 人，企业励志奖学金 15 人， 
 

获得中药传统技能一等奖 2 人，自主创业 3 人。 
 

四角田励志奖学金获奖同学 优秀毕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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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培训现场 优秀预就业学生 
 

六、 下一步工作建议 
 

学院与云南四角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近五年时间，促进了公

司与学院共同发展，给了学生提供了实习、就业、创业发展平台，实现

了“三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成绩得到社会、行业肯定。公司业

务从原来的 1300 万元增加到 1.4 亿元，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被行业成

为农资人才培养摇篮，双方均奠定了在行业地位与作用，企业、学校均

开创新局面，毕业生出现供不应求可喜局面，在行业上口碑越来越好，，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毕业生已经成为一块名副其实的招牌。下一步我们

将开展按照职业教育新要求开展工作 

（一）加大产教融合、共育人才力度 

根据国家“立德树人”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系统总结五年

来工作经验以及存在问题，加大此项工作力度，按照 2+1 人才培养模

式的要求，制定新的共育人才方案，进一步提高企业、学院共育人才

层面和融合度，进一步发挥好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落实两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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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进一步调动企业指导教师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按照专业不同， 

同学类别不同，今后就业方向不同，开创育人的新局面。 

（二）树立学生征求择业观，适应岗位需求 

与企业一道进一步开展“感恩诚信”教育活动，提高学生人文

素质；进一步开展艰苦创业、吃苦耐劳、踏实奉献与传统文化职业活动，

培养学生创业干事的精神；进一步开展“树正气、立学风”活动， 将正

能量贯穿在人才培养全过程。进一步强化规范，落实好相关工作。 

（三）进一步加强管理，发挥好教师积极性 

在梳理好以前工作基础上，将各项管理落实到位，完善制度建

设，切实推进制度管人、管物、管事，做到合理分工，进一步发挥好

管理层、执行层作用，进一步落实企业导师、学校指导教师责任，完

善激励机制，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