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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河南叮当牛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位于中国食品名

城-漯河，总投资近 3 亿元，占地 150 亩。是中部最大的蛋白饮

料生产基地。

公司拥有无菌冷灌钻石包、苗条砖、小方砖和 PET、PE、易

拉罐、自立袋等全自动生产线 14 条和全自动智能分区系统立体

化仓库，具有强大的产品质量管理追溯系统和“王跃仝工匠实验

室”，工厂综合日生产能力 600 吨以上，年产值可达 20 亿元；是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曾荣获“河

南省著名商标”“漯河市市长质量奖”等多项殊荣。公司通过欧BRC

认证，成为沃尔玛(中国)、三只松鼠、圣牧和西麦的合作工厂。

公司现有燕麦奶谷物饮料、咖啡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含乳饮

料、果汁饮料、风味饮料等系列产品，拥有“纯澳”、“叮当牛”、“脑

核心”等多个品牌，共70多个 SKU，其中“纯澳”品牌诞生于2015

年，结合中国深厚的中医学文化，致力于探索打造更适合中国人的

健康、环保的燕麦奶产品；品牌初建，便邀请国内顶尖植物基行业

专家，成立了“燕麦健康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注于燕麦食

饮品的研发探索。2024 年，公司先后与圣牧高科和西麦集团先后

达成战略合作，助力叮当牛更好更快发展。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重视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现有专业

技术人员 21 人，高级技师 8 人，技师 8 人，研发团队中具有博

士学位的技术带头人员 3 人，外聘教授级专家 3 人；科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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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年龄结构科学合理，整体架构组合配置完善，为公司发

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保证。公司技术总监王跃仝，30 年来一直

从事食品饮料研发、生产及质量管理工作。他所带领的科研团

队荣获了“漯河市燕麦健康食品技术研究中心”和“河南省功

能性燕麦健康食品技术研究中心”。并于 2020 年成立了“王跃

仝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该工作室先后荣获“河南省示范性劳

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漯河市劳模工匠创新人才工作室”

“漯河市王跃仝饮料制作技能大师工作室”等荣誉。

公司制定有《师带徒管理制度》《师带徒协议》《师带徒培

训计划》及《师带徒课程安排》，公司依托创新工作室、大师工

作室等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为

公司发展储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参与办学

公司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工程系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

业群建立长期紧密合作。2019 年，双方签订校企合作协议，自

此开启了携手奋进的征程。在人才培育、科技研发、管理服务等

关键领域深度交融，积极探索出一条实现校企双方利益最大化、

推动“金专业、金师资、金课程、金教材、金基地”建设的高效

路径，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漯河职业技术

学院凭借深厚的学术底蕴、完备的教学设施以及专业的师资力量，

为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撑；公司作为漯河市行业内的佼佼者，

以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富的市场经验以及庞大的产业资源，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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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公司产品研发负责人2008级食品加工技术专业学生宗保丰回校为学生提

供职业发展指导

在人才培养方面，双方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人才输送体系。通

过定制化的课程设置，确保学生所学知识与企业实际需求紧密对

接。企业技术骨干走进校园，开展专题讲座与实践指导，让学生

们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行业动态和实操技能。同时，学院学生定

期前往企业实习，深入生产一线，积累实战经验，自合作以来，

前后已有几十名毕业生在公司实习和工作。在管理服务层面，企

业为学院提供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运营模式参考，助力学院提升

管理效能；学院则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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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支持，实现了互利共赢。

在专业建设方面，公司深度参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智能

加工技术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等

专业建设工作。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企业专家与学院

教师反复研讨，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用人标准，精心规划每

一个培养环节，并现代达成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意向，引导学生

尽早明确职业发展方向，实现从学生到企业员工的无缝衔接。

在课程建设方面，公司根据实际生产流程和技术要求，与学

院教师共同编写教材、设计课程内容，做到了课程内容的精益求

精。对于实习实训，安排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进行悉心指导，确保

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各类生产设备的操作技巧和质量检测方法。

在科研项目合作上，双方联合申报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

项目计划，在科研领域不断深耕。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叮当

牛食品有限公司燕麦酸奶校企研发中心的成立，更是标志着双方

在产品创新研发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通过这一系列全面且深入的合作举措，公司全方位助力漯河

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发展。如今，学院相关专业在人才培养质

量、科研创新能力、社会服务水平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提升，为

其专业成长筑牢了坚不可摧的基础，也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树立

了典范，推动着职业教育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三、资源投入

（一）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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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建立高标准的

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不仅能够满足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需求，

还能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的指导，有效促进专业整体

教学质量的提升。

表 1 校内实践教学条件配置

序号
实验室或实训

室名称
实验实训项目名称 主要实验实训仪器设备

1 乳品实训室

原料乳新鲜度的检测、掺假乳

的检验、凝固型酸奶的制作、

冰淇淋的制作、乳酸菌饮料的

制作

冷热缸、发酵罐、均质机、热交

换器、恒温培养箱、冰淇淋机、

全自动液体包装机、双联过滤

器、胶体磨、紫外线消毒杀菌器

2 饮料实训室

果汁饮料加工、蔬菜汁饮料加

工、植物饮料加工、调配乳饮

料加工、植物蛋白饮料加工、

茶饮料加工

封口机、多功能防盗锁口机、易

拉罐多功能封口机、砂棒过滤

器、逆渗透纯水机

3 化工原理实训室

雷诺实验、液-液套管换热器操

作及传热系数测定、常压热风

干燥实验、柏努利方程实验、

筛板式精馏塔的操作与塔板效

率的测定实验、板框压滤机的

操作和过滤常熟测定

循环风洞干燥实验仪器及装置、

板式塔演示实验仪器及装置、离

心曲线实验仪器及装置、柏努利

实验装置、雷诺实验装置、萃取

试验装置、数字型换热器实验装

置、恒压板框过滤器

4 仿真实训室

食物营养价值评价、营养食谱

的编制、膳食评价、啤酒发酵

仿真训练、青霉素生产仿真训

练、食品工程原理模拟训练、

精密仪器工作原理仿真训练

服务器 1 台、交换机 2 台、微机

45 台、膳食软件一套、仿真软件

四套

5 纯净水实训室 纯净水生产
纯净水生产一体机、纯水全自动

桶装灌装机

6 啤酒生产实训室 啤酒生产 小型啤酒生产线

7 乳品生产实训室 乳制品生产 小型乳品生产线

8 碳酸饮料实训室 碳酸饮料生产 碳酸饮料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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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外实践教学条件配置

序号 实习实训基地名称 实习实训项目名称

1 河南叮当牛食品有限公司
乳品加工、饮料加工、产品品质与安全检测、

质量管理、实习、实训。

公司充分发挥作为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

重要作用，接受学院师生到公司进行顶岗锻炼、实习实训，为广

大师生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环境，让师生实践其学习的理论知识和

职业技能，众多师生在公司实际项目中得到了充分锻炼。例如，

2024 年 5 月，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2022 级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

3 班黄玮等学生在公司进行实习，在真实的项目场景中积累宝贵

的实践经验；2024 年 7 月，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燕麦酸奶校企研

发中心团队教师 10 人深入公司实验室进行科研工作。

2024 年 7 月，燕麦酸奶校企研发中心团队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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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工程系领导看望实习学生

2024 年 5 月，校企召开学生实习工作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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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资源投入

根据校企合作协议，公司选派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

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食品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的工程师、技术员等作为师傅对现代学徒制班学生进行师带徒指

导，帮助学生更加扎实地掌握专业技能，提升教师专业教学能力。

公司在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师情况一览表

姓名 职务 职称

王跃仝 技术总监 工程师

宗保丰 技术经理 工程师

胡立琴 研发工程师 高级技师

卢潇阳 研发员 工程师

徐牵牵 研发员 工程师

党建梅 研发工程师 工程师

四、参与教育教学改革

（一）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公司深度参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智能加工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的制定与持续优化。公司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达成人才

共育意向，通过双向选择成立“叮当牛现代学徒制班”，通过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公司定制人才的目的。本着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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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共担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创新合作机制，

形成校企分工合作、协同育人、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不断提

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针对性，促进职业教育主动服务当前经济

社会进步，推动职业教育体系和劳动就业体系互动发展。

引导企业深度参与专业课程建设、教材建设、资源库建设，

设计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将职业能力需求嵌入课程标准

和教学过程，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相应课程，保证

课程教学内容迭代升级，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增强办学活力。

根据行业动态与企业需求，灵活且及时地调整教学方案。

（二）承担教学任务

2024 年 3 月，研发部工程师向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传授岗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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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精心挑选理论基础扎实、技术能力卓越的工程人员进

驻学院，协助承担学院食品智能加工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工作。

这些工程人员不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拥有丰富的行业实

战经验。他们将食品领域最前沿、最实用的实践经验毫无保留

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从实际项目案例出发，让学生接触到真

实的行业场景和操作流程，使学生所学知识紧密贴合行业需求，

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三）组建现代学徒制班

为了紧贴产业需求、深化校企合作，公司与漯河职业技术

学院食品工程系共同组建叮当牛现代学徒制班，旨在提高学生

的实践技能，拓宽视野、提升综合能力，实现岗位零对接。对

学生个人职业发展以及学院专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参与省级课程建设

校企双方深度合作，联合推进河南省职业教育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饮料加工技术》、河南省职业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食

品添加剂应用技术》、河南省职业教育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资

源库及校级一流核心课程和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乳品加工技术》

课程的建设。同时，全力推进专业核心课程《饮料加工技术》《乳

品加工技术》的课程标准建设与教材编写工作，确保内容与时

俱进。依据行业前沿技术和实际生产流程，提供大量一手案例

与实操经验，与学院教师一起精心打磨课程内容，全方位丰富

课程知识体系，推动课程建设和资源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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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助推企业发展

（一）校企共建“河南省高校燕麦酸奶校企研发中心”

2024 年 5 月，公司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组建“河南高

校燕麦酸奶校企研发中心”。研发团队成员共 15 人，学院 9 人、

企业 6 人。根据产品研发需要，初步将中心人员进行了分工，组

建原料成分检测组、乳酸菌菌种筛选驯化组、产品研发优化组、

产品成分检测组、质量控制组。公司通过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的

合作，能够引入更多的优秀人才和技术支持，推动公司的技术创

新和产品升级，双方在燕麦酸奶等产品的研发上展开深度合作，

共同推动食品行业的发展。校企双方可以根据公司用人需要，帮

助公司培养紧缺人才和储备优秀的后备资源。

2024 年 5 月，河南省高校燕麦酸奶校企研发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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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企共建“叮当牛现代学徒制班”

公司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拟共同组建“河南高校叮当牛现代

学徒制班”。学徒制班的学生计划在食品工程系 2023 级、2024

级学生中进行宣讲，分别组建成班，每班级人数 20-30 人左右。

现代学徒制是一种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既是学院的学

生，也是企业的员工，不仅能在学院接受系统的教学，还能深入

企业一线，由资深师傅进行“一对一”指导实操技能，实现学业

与工作的无缝对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技能提升。

叮当牛现代学徒制班人才培养宣讲会

（三）校企共同申报省级项目

为公司新产品的研发提供基础，结合公司研发方向，2024

年 7 月，校企双方联合申报了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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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植物基酸奶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以燕麦经过酶解

得到的燕麦浆为主要原料生产燕麦植物基酸奶，研究最佳生产工

艺参数，并对其理化指标、营养成分、质构和流变特性等进行检

测分析，以期为燕麦植物基酸奶的生产提供实践指导，同时为其

它谷物原料研发植物酸奶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四）校企共同申报《河南省“科技副总”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

2024 年 7 月，在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的帮助下，公司进行《河

南省“科技副总”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项目申报，

推荐崔惠玲教授为企业“科技副总”人选。

（五）加强交流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公司多次邀请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到河南叮当牛食品有

限公司进行技术咨询与交流，帮助公司解决技术难题。

2024 年 2 月，校企双方开展技术咨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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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就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合作、校企研发中心等校企合作项目的实施落地，形成

了标杆示范，扩大了专业和企业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影响力。校企

开展项目实战教学，不仅使学生在工作实践中提升了综合职业能

力，获得了一定收入，同时为企业提供了优秀人力资源，对企业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起到了增值赋能的作用。

六、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的问题

1.校企双方在实施校企合作中的责、权、利没有明确的表达，

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实施规则，在课程开发、职业教育标准

制定方面难以得到行业、企业制度化的参与。

2.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确保产教融

合项目的成效，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工作标准和评价方法，否则难

以产生最佳效果。

（二）展望

加强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结合漯河食品产业和学院发展，

以及该领域未来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通过政府引导、行

业参与、学校和企业主导的建设思路，不断优化调整校企合作的

方法和途径，完善考核机制，真正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