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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耘垦创立于 1984 年，总部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集团经过 40年

的耕耘、拓垦，已发展成为集“种鸡饲养、鸡雏孵化、饲料生产、技

术服务、肉鸡养殖、有机肥生产、肉鸡屠宰、食品加工、物流配送”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肉鸡加工企业。

集团年产值可达 160 亿元，饲料年产量 150 万吨、商品鸡年养殖

量 1.6 亿羽、肉鸡年屠宰产能 3 亿只，目前已发展 40 家分子公司，

员工 10000 余名，生产基地分布在东北三省，产品销往全国 31 个省

市。

集团已被批获为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旗下肉鸡品牌“耘垦

鲜鸡”曾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名牌农产品”的荣誉称号。集团拥

有醇厚的耕耘文化底蕴，高效协同的组织与完善的治理结构，先进的

生产工艺与技术设备，科学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精益化的经营方

式与产业模式。

营口耘垦牧业隶属于耘垦集团，已位于大石桥市虎庄镇一村建设

完成 8000 万羽肉鸡加工项目，占地 89716 平方米，建筑面积 64110

平方米，共投资 4.3 亿，年屠宰量可达 8000 万，建设项目采用国际

先进的现代化、智能化加工设备，是国际最先进的现代化肉鸡加工厂

之一。达产后日加工 25 万只，可实现年产值 24 亿元，利税 1158 万

元,带动就业 2500 人，年工资总额 8904 万元，缴纳社会保险 2608 万

元。项目于 2019 年 8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12 月投产试运营，建设

周期 16个月。项目以肉鸡屠宰加工建设为核心工程，在营口地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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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完成涵盖种鸡饲养、肉鸡孵化、饲料生产、技术服务、肉鸡合作

养殖、生物肥生产、肉鸡屠宰、物流配送为内容的肉鸡全产业链建设，

总投资 18亿元。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耘垦集团发展历程 40 载，已与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携手走过

了 25载的合作与交流之路，与该院校建立了坚实而深厚的合作根基。

2019 年，与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签署了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双方

战略携手更进一步，并于该院校设立了“耘垦冠名班”，并启动了“耘

垦奖学金”。这一系列的举措，为双方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2 年 12 月，与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申报的畜禽生产及肉类

加工产业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成功获批。在 2023 年 7 月，与该院校继

续深入合作，共同获批了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生产性实训基地），

并在此基础上共建了耘垦产业学院。

与院校双方共同探索并创新了产教融合的新机制，搭建了一个政

府、行业、企业与学校四方协同发展的平台。不仅创新了人才培养模

式，还共同进行了课程资源开发，实施了教学与考核，组建了一支专

兼结合的结构化师资团队。打造耘垦产业学院成为区域专业人才的人

力资源保障基地，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就业质量，并带动了区域经济的

蓬勃发展。

凭借地域优势，全面落实了校企合作的各项工作。在人才培养、

社会培训、科学研究等方面，已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吸纳辽宁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来本单位工作，为公司的人才队伍注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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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血液，现已成为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不仅是与科研院校合作

成果的直接体现，也是双方共同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三、企业资源投入

公司在与院校合作过程中已投入大量的资源，保障了在人才培养

过程中的企业投入。

（一）有形资源

公司在前期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投入 2000 万元基础上，继续

投资 3301.5 万元打造了一个集食品生产、研发、实训功能及教学配

套设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教融合基地。其中，投资 579.99 万元购置

叉车、制冷设备等，完善了炸烤类产品生产线建设；投资 266.68 万

元购置螺杆压缩机、砍排机、搅拌罐、电动地牛、激光打码机、布袋

式集尘器等设备，用于水煮类产品生产线的进一步完善；投资 54.65

万元进行了不锈钢橱柜、立式双开门冷冻冰柜、热水器、净化水设备、

打浆机等研发检测设备采购；投资 2357.8 万元建设包装物库房和冷

库；投资 42.38 万元进行白钢盘子、塑料盘、重型台虎钳、乳胶手套、

收纳箱等工器具的采购。

（二）无形资源

1.品牌影响力

公司隶属的耘垦集团现有“耘垦鲜鸡”“蜂鸣鲜鸡”“吉农佳”

等多个知名品牌，在市场上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吸纳学生于公司实训，可以为实习生的简历增光加彩，提升个人在求

职市场上的竞争力。无论是未来继续从事食品行业，还是转向其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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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于本公司的实习经历都能吸引其他公司招聘者的关注。

2.企业校企合作联盟

集团成立以来，与国内近 20多家高校展开校企合作，借助本企

业提供的校企合作平台，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可以实现国内高校的

资源共享，实现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交流互动。

（三）人才资源

公司选派了行业资深从业人员担任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外聘

教师，并依据培训学生相关专业需求及行业标准，制定培训课程，让

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同时，公司为来企实训的学生开设专题培训，为

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和就业方向指引。依托企业完备的就业体

系支撑，为来企学生开展岗位实习和就业服务。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一）人才培养

公司在校企合作中深入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提供行业内专业

资深人员及管理团队，对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进行培训。在培

养学生的过程中，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构建专业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

培养模式，推动校企之间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上的精准对接，以及

课程内容与实际职业标准的无缝衔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知识及

职业实践能力双双过硬的学生，为行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间，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93 名 23 级食品

类专业的学生来到基地进行认识实习。2024 年 4 月至 5 月，为 335

名 22 级食品智能加工技术、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和食品质量与安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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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学生进行实习培训，让学生亲身体验肉制品生产流程、学习食品

标准法规、食品添加剂应用及快速检测技术，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

紧密结合，实现了“教学做”的深度融合。如图 1、图 2所示。

图 1 学生上课

图 2 学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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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建设

公司还深度参与了食品智能加工技术、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和食品

质量与安全专业建设。在实践教学方面，提供先进生产线与检测设备，

助力实训课程开展，让学生将理论用于实践。于师资培养上，选派技

术骨干参与教学并培训学校教师，提升教师双师素质。科研创新中，

与学校组建团队，围绕企业技术革新合作，发表论文 5 篇、编写教材

2部及实用型专利 6 项。还积极推动技术推广，基于自身认证与技术

文件，为众多企业开展食品安全检测与管理体系培训，提升行业影响

力的同时，反哺专业建设，使专业课程内容更贴合实际生产需求，优

化人才培养模式，为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三）课程建设

企业以耘垦产业学院为依托，以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载体，将专

业知识与学生未来职场所必要掌握的理论知识、实操技能相结合，与

学校单位共同打造了一系列特色课程。目前已完成食品添加剂应用技

术、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肉制品生产 3门课程信息化资源建设，为学

校的教学活动以及企业员工的培训提供了更加丰富和优质的信息化

资源，让学生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从而显著增强了实践育人的能力。

（四）实训基地建设

针对行业的实际需求，与院校单位共同打造了炸烤类与水煮类产

品的标准化生产线，并配备了先进的研发设备及冷藏冷冻设备。设备

的选型与配置均遵循现代化与先进性标准，旨在实现生产与教学的双



7

重功能。在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营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学生的实训教

学与技能培训需求，截止目前，已接待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学

生 24批次，共计 1222 人。通过构建高水平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专业

化且资源共享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校企双方共同推动了全产业链的

高质量发展。如图 3、图 4 所示。

图 3 水煮类产品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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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炸烤类产品生产线

（五）教材建设

公司积极投身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教材建设。凭借本公司在行

业内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技术积累，实现与院校单位的紧密合作。深入

剖析肉制品生产、食品快速检测、食品添加剂应用等实际业务流程与

技术要点，将前沿的行业规范、先进工艺以及企业实际案例融入教材

内容，使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时效性。不仅为编写《食品加工机

械与设备》《食品加工机械设备使用与维护》等教材提供了大量一手

素材，还助力打造出配套的信息化资源，如实训指导视频、动画案例

等，让教材从传统纸质形式向新形态一体化转变，为食品智能加工技

术专业教学提供了高品质、贴合产业实际的教材支撑，有效提升教学

质量与学生专业素养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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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助推企业发展

1.提供高素质技能人才

与学校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实践教学和技能培训，能够

确保学生所学技能与企业实际需求紧密对接，从而培养出符合我们企

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这些人才进入企业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作环境，

缩短了员工培训周期，降低了培训费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

持。

2.优化企业人才结构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建设有助于企业优化人才结构。与学校共同

培养的学生最大程度上契合本公司实际需求，入职后能够在最短的时

间内为本公司创造效益，且对企业文化认同度较高，离职率较低，增

加了我们人员的稳定性，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实训基地

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和继续教育服务，帮助员工提升职业技能

和综合素质，从而增强本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力。

3.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建设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通过与学

校的合作，企业可以了解最新的科技动态和产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

自身的战略方向和发展规划。同时，企业可以从实训基地得到技术支

持和智力支持，对本企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

重要意义。

4.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通过与学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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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合作，可以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还可以促

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5.提升企业社会声誉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建设和运营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声誉。通

过与学校的合作，我们可以展示其社会责任感和对人才培养的重视。

同时，还可以在实训基地展示自身技术和产品，增强我们的品牌影响

力和市场竞争力。

六、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1.资源整合与利用效率方面

尽管基地已具备一定规模的硬件设施，但在教学资源、企业生产

资源以及科研资源的整合上仍存在不足。例如，生产设备无法与学校

的教学设备实现完全共享与互补，部分设备在教学时段或企业生产高

峰期存在闲置与紧张交替的情况，导致资源整体利用效率不高。

2.科研合作与成果转化方面

校企双方在科研项目选题上，有时未能充分结合企业生产实际中

的痛点问题与学校的科研优势，导致部分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难以直

接应用于企业生产实践，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

（二）展望

1.优化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

建立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对实训基地的教学设备、企业生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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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以及科研仪器等进行全面登记、统筹调配与动态管理，实现资源的

最大化利用。例如，结合本企业的生产情况，根据教学计划合理安排

设备使用时间，提高设备利用率。

2.提升科研合作成效与成果转化能力

建立校企科研合作对接机制，在科研项目选题阶段，利用本企业

的生产实践经验结合学校的科研优势，共同确定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与

市场前景的科研项目。加强科研项目过程管理，定期开展项目进展汇

报与研讨活动，确保科研项目能够紧密围绕我们的核心需求而开展研

究。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三、企业资源投入
	（一）有形资源
	（二）无形资源
	（三）人才资源

	四、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一）人才培养
	（二）专业建设
	（三）课程建设
	（四）实训基地建设
	（五）教材建设

	五、助推企业发展
	六、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二）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