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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概况

葫芦岛农函大玄宇食用菌野驯繁育有限公司（简称玄宇公司）坐落

于辽宁省兴城市华山镇，是一家食用菌生产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占地 1000 余亩，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固定资

产 2.1 亿元，建立了菌种驯化和生产、食用菌栽培、菌类深加工、乡村

旅游、科普教育、电商销售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产基地。

图 1 葫芦岛农函大玄宇食用菌野驯繁育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2006 年起公司承担兴城市食用菌产业扶贫基地的建设任务，形成了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拉动就业上万人。先后被评选为

国家农业示范区、国家林业产业龙头企业、国家农民示范社、全国绿色

食品示范企业、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扶贫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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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获得的部分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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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玄宇公司前身中国农函大食用菌繁育基地与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于2002年开始校企合作，至今有20年的合作历程。双方在人才培养、、

职业农民培训、项目（课程）开发、应用技术推广等方面深度合作。

2.1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校企双方自 2016 年开始开展农业生物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优化，公司法人代表高级农艺师马

世宇先生作为学院聘任的技能大师，亲自给学生做专题讲座并讲授专业

课。学生定期到企业完成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企业选派技术骨干担任

“师傅”，指导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岗位中完成专业学习和技能训练，全

面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岗位适应力。企业对选拔合格的学生优先安排

进入企业实习，根据综合考核聘用合适的学生为正式员工，形成专题讲

座+在校专业课学习+公司实习+正式入职的模式，完成“现代学徒制”

培养目标。

图 3 2019 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开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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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技能大师马世宇先生为学生授课

图 5 学生在菌包生产车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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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学生在食用菌生产大棚实践

2.2 共建创新创业学院

2016 年，校企双方共建玄宇创新创业学院，农业生物技术、园艺技

术学生创新创业课在这里顺利开展实施。2018 年校企联合申报成功国家

级“食用菌星创天地”。学生可依托平台开展“创客”活动，第 1-4 学

期，学生完成基础性培训并制定创业计划；第 5-6 学期，学生可利用公

司提供创业的大棚完成初期创业实践期。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指定棚

图 7 现代学徒制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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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独立进行品种规划、市场考察、生产计划制定、原料选购、配料、

生产、出菇管理、销售等环节管理，在实践中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双

企双方共同指导的两个学生创业项目“菌出豪秸”和“菌临天下”在辽

宁省第七届互联网加大赛中均获银奖。

图 8 学生创业项目入驻玄宇食用菌星创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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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学生两个创业项目在辽宁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

2.3 共建园艺产业学院

2020 年，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政行企业校共同成立了“辽宁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玄宇园艺产业学院”。双方组建了产业学院师资队伍，

共同投资在企业建立了学生宿舍和综合实验室。依托产业学院，双方合

作完成 2019 级农业生物技术专业学生企业实习任务、园艺技术和农业

生物技术 172 名学生的线下教学任务、葫芦岛市下达的新型职业农民、

农村实用人才、农业基层科技人员农业技术培训任务以及玄宇公司 40

余名职工的综合素质提升和周边农户食用菌生产技术指导任务。2021

年，双方共同申报的“食用菌生产技能等级标准”获批辽宁省地方标准

立项，玄宇产业学院获评辽宁省首批“兴辽”产业学院。2022 年，校企

双方共建的《食用菌生产》课程在智慧职教 MOOC 学院上线，先后获评

辽宁省精品在线开放课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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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玄宇园艺产业学院签约仪式

图 11 扩招学生在玄宇园艺产业学院综合实验室上课

图 12 产业学院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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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辽宁省职业教育兴辽产业学院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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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资源投入

3.1 有形资源

企业建有适用于第一产业实训基地占地 708 亩，设施、仪器设备 916

台套，资产总值 1575.802 万元，主要包含食用菌野生驯化基地、食用

菌秸秆加工基地、食用菌菌种繁育中心、食用菌菌包工厂化生产基地、

食用菌多品种种植基地；适用于第二产业实训基地（食用菌多产品深加

工基地）占地 68亩，设施、仪器设备 278 台套,资产总值 1381.4235 万

元；适用于第三产业实训基地占地 204.10 亩，设施、仪器设备 5079 台

套，资产总值 45.635 万元。具有年产菌种 120 万袋、菌包 1550 万包、

鲜蘑 6300 吨、加工 4200 吨、配送 1.8 万吨的产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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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食用菌生产加工厂房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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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公司一直把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组建了食用菌教

师培训队伍，投资 1400 万元建成培训室 120 平方米、实践基地 15000

平方米、科普大厅 1400 平方米、微机室 130 平方米、图书室 1200 平方

米，能容纳 1000 学员食宿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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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企业投入的教学设施

3.2 无形资源

玄宇公司自主开发制定了国家标准 2 项、辽宁省地方标准 4项、企

业标准 32 项；校企共同开发制定了辽宁省《食用菌生产技能职业等级

标准》1 项；通过质量（ISO 9001)、环境（ISO 14001)、职业健康（ISO

45001)、食品安全（ISO 22000)管理体系认证 4 项；食用菌通过绿色食

品认证 1 个、有机食品认证品种 13个；已驯化菌株 22个，申请省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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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备案 3 个；申请专利 31项已获批 10 项；许可深加工产品 35个；《秸

秆种植食用菌技术》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及辽宁省农业科技贡献三等

奖；《食用菌产业项目运营管理规范》GB/Z 35041-2018 国家标准，被

国家列为全国首批 15 项精准扶贫国家标准，应用于全国食用菌标准化

扶贫项目；校企合作基地被评选为“辽宁省秸秆栽培食用菌重点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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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企业部分无形资产



20

3.3 人才资源

企业拥有行业领军人才 1 人，行业专家 2 人，企业大师 4人，高级

农艺师 2 人，农艺师 4 人，工匠型师傅 10 余人。制定“导师带徒，以

老带新”培养方案，学院在企业建立现代学徒制试点，开展“双导师制”

培养，企业选派工匠师傅为学生指导，学校选派老师为企业员工指导。

4 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4.1 人才培养方案建设

实行“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制定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实行企业实

习和学校专业技能模块教学的“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学院每年选派指

导教师带领学生到公司进行教学顶岗实习。通过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

合作，合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推动校企双方持续发展，实现

校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双赢结果。企业结

合历年的办学经验，对《2022 级农业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保证了专业同行业、社会衔接的紧密度。

4.2 课程建设

4.2.1 校企岗位数字化教材编写

2022 年，校企结合服务地方区域经济的需求和岗位生产的需要，双

方共同开发制定出符合食用菌生产的九大板块，结合实际岗位需求，共

同编写了《食用菌生产》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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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人才培养方案论证表和教材编写政审表

4.2.2 共同开发精品在线开放课

2021 年，校企针对疫情防控下在线授课的背景，共同开发建设《食

用菌生产》在线开放课。课程先后获评辽宁省精品在线开放课和国家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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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校企共建《食用菌生产》获评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4.3 实训基地建设

2022 年，受疫情影响，玄宇公司提供远程技术支持，跟踪指导和菌

种生产服务，携手完成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内连栋冷棚食用菌生产

实训基地建设。完成了平菇、鲍鱼菇和羊肚菌的生产任务，校内学生全

程参与，按照企业生产标准和流程进行生产实训，让学生进入企业化的

生产岗位进行实操锻炼，极大的提升了实践技能，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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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引进企业技术建设校内实训基地

4.4 教学研究

校企双方共同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探索新形势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服务乡村振兴相关内容。2022 年，校企合作研究的就业创业专项“基于

食用菌产业背景构建大学生 1+X 创业模块的研究与实践”结题。

2020-2022 年，校企合作研发的 3个教研项目获得辽宁省教学成果特等

奖 2项，二等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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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企业参与教学研究获得成果

5.助推企业发展

5.1 保障企业用工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采用工学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企业为培

训责任主体，以专业知识、实操技能、安全生产规范及职业素养为主要



27

培养内容，通过企校双师、弹性学制等制度保障，培养品德高尚、技能

精湛，身心健康、企业急需的高技能型人才。打通学生就业“最后一公

里”，在每年到认识实习和岗位实习在学生中，对选拔合格的学生优先

安排进入企业就业实习，根据综合考核聘用合适的学生为正式员工。同

时，利用学校的师资力量，提升企业员工素质，为其提高学历和考取职

业资格证书提供培训和指导。

5.2 开源共享发展

在校企合作基础上，把科技合作与经济合作相结合，在广泛开展科

技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技术交易，引进先进技术，输出校企专

有技术，促进技术双向转移，加强与国内外食用菌行业的合作，在食用

菌产品加工深层次技术应用方面进行突破，为当下人们免疫力提升作出

贡献。“移校入企”共建共享企业生产线和实验室，减少企业投资，避

免重复建设。

5.3 提升研发水平

校企围绕秸秆基料化栽培食用菌进一步做相关的科技合作和技术

推广，目前共同在校内基地进行平菇、鲍鱼菇和鸡腿菇的秸秆基料化转

化利用试验。2021 年院级科研课题《辽宁省香菇栽培集成技术研究》《林

下特色食用菌高产菌株选育及推广》均为校企合作研发项目。

6.问题与展望

6.1 存在问题

6.1.1 政府推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与管理机制不健全

目前，政府出面统筹协调校企合作、联合办学、制定人才规划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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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缺位，没有出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政策法规，致使当

前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

6.1.2 学院适应行业企业需求的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专业设置、培养方式、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等方面与企业需求不能

达到完全一致。受地域限制相互合作能力还需加强，学院的产品研发能

力和技术服务能力不足，缺乏对合作企业的吸引力。目前，由于地域和

行业背景限制，校企合作在企业接收学生实习的层次上较多，真正在企

业长期工作的毕业生不多。

6.1.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不足

一是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其参与职

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源不足，没有完全把培养人才纳入企业价值链中，把

校企合作当成是选择人才的途径，而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关注不

够。二是给企业增加管理成本和风险。企业要安排专人管理，同时还要

承担学生生产的废品率及安全风险。

6.2 未来展望

6.2.1 提高政府推动校企合作的战略意识

各级政府应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规划职业院校和企业的发

展，统筹校企合作，将校企合作任务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建立政府主导、职业院校和企业为主体、行业协会为中介的校企合作发

展新机制。坚持产教融合、校企一体和工学结合的改革方向，提升职业

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能力。

6.2.2 进一步深化校企全方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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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已建成的玄宇园艺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等载体，充分利用学

校、企业及社会资源，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多方合作，开展农业应用技术研究，根据生产和市场需求开发项目，

获得成果，发挥各方优势推广成果，使之迅速应用到生产当中。同时不

断探索校企双方稳定互惠的合作机制，促进校企紧密联结和可持续发

展。

6.2.3 完善食用菌全产业链产教融合实训体系

加强产教融合实训环境、平台和载体建设。企业师傅以学徒制方式，

进行岗位培养大学生，并随时接纳师生上课演示和实习实训、体验实习、

跟岗实习、岗位就业。建立智慧化、智能化食用菌全产业链实训基地。

涵盖技术研发、教学培训、菌种驯化、菌种繁育、菌包工厂化、多菌种

植、产品加工、电商平台、冷链配送、市场销售全产业链智慧车间，挖

掘设立产教上百个实训操作岗位，为大学生从学徒到实训、从实训到就

业提供便利可行的发展渠道。


	目  录
	1.企业概况
	2.企业参与办学总体情况
	2.1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  
	2.2共建创新创业学院  
	2.3共建园艺产业学院  

	3.企业资源投入
	3.1有形资源
	3.2无形资源
	3.3人才资源

	4企业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4.1人才培养方案建设
	4.2课程建设
	4.2.1校企岗位数字化教材编写
	4.2.2 共同开发精品在线开放课
	4.3实训基地建设
	4.4教学研究

	5.助推企业发展
	5.1保障企业用工
	5.2开源共享发展
	5.3提升研发水平

	6.问题与展望
	6.1存在问题
	6.1.1政府推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与管理机制不健全
	6.2未来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