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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霞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推动国有粮食企业深化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相关建议有深度、有广度，思想性强。

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国有粮食企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柱石，在国民经济生活处于不可或缺的

地位。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历来高度重视产学研用工作，坚持再学习、再对
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立足省情实际，充分结合粮食产业科

技、人才等现实需求，务实推动国有粮食企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工作。 

     一、工作开展及成效 

    （一）推动成立吉林现代粮食产业学院（联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

头等大事。吉林省作为产粮大省，粮食总产量已连续 4年保持在 800 亿斤以

上，在粮食安全大背景下，加快推动粮食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
变，已然变得现实而迫切。2022 年，在吉林工商学院提出《建设现代粮食产业

学院的对策建议》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便立即组织力量对建设现代粮食产

业学院进行调研论证，精心组织吉林大学、吉林工商学院、中储粮吉林分公

司、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等 20 余家涉粮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单
位座谈研讨，修改完善了《吉林现代粮食产业学院建设方案》《吉林现代粮食

产业学院理事会章程》等，指导吉林工商学院依托粮食学院成立吉林现代粮食

产业学院和吉林现代粮食产业学院联盟，以便更好融合政产学研用资源，为我

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吉林粮食现代产业学院联盟的成立，首先是创新了教学模式，让教育内

容、路径、方式等更加贴近企业的现实需求，较好解决了高校毕业生“眼高手

低”、实践能力弱等问题。其次是促进了高校与国有企业在教学科研领域的深

度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既为企业储备了人才，又实现了产教融合。第三是

“联盟”机制的有效运行，带动了粮食和物资储备、教育、科技、财政、企业



间的深度互动，贯通了粮食产业政策制定、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等

全领域，实现了政产学研用的良性互动。 

   （二）强化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 

   充分发挥吉林工商学院、吉林农业大学、吉林大学等涉粮高校在粮食工
程、食品科学等学科领域优势，积极探索实践校企协同发展路径，强化产教融

合共同体建设。一是开展校企对接会。吉林现代粮食产业学院成立以来，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组织中储粮吉林分公司、中粮贸易吉林公司、省储备粮公

司、中粮生物材料等粮食企业与吉林工商学院、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等开展校企
对接会，促进高校与企业间深入了解，强化校企深度合作，共为高校学生提供

涉粮就业岗位 98 个，努力化解企业用工难和大学生就业、实习实训等现实问

题，支持现代粮食产业学院建设，推动玉米水稻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二是

举办产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为全面落实《关于加强鲜食玉米品牌建设加快鲜

食玉米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2024 年 4 月至 5 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吉林

工商学院开设企业高级管理、生产管理及销售管理人员 3期研修班，总计培训

学员 98 人。三是委托开展课题研究。委托吉林工商学院开展《吉林鲜食玉米发

展研究及食品开发、预制菜研制》课题研究，为鲜食玉米产品创新和产业发展

模式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四是组织多层次产学研用实践活动。吉林工商学院

实施“百千万”农业人才培养计划，为 120 余名毕业生提供涉粮就业岗位；推

动吉林工商学院、吉林农业大学共同入选全国粮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现

了粮食类人才在定向招聘方面的重大突破。编制《吉林优质稻谷收储作业 5T 管
理技术规程》地方标准；与国企九台贡米集团有限公司在标准建设、品牌建设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三）推进科企对接与成果转化共享 

  统筹省内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资源，深入推进科企对接合作，支持企业与高

校、科研机构围绕粮食加工领域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转化、项目孵

化等工作，推动行业技术升级与产品创新，加快粮食精深加工新产品研发，促

进应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与应用。松粮集团先后引进了 9个省区 20 多个水稻科

研院所和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 180 多个新品种、750 个种质资源，创建了

“中国北方粳稻种子硅谷”基地。坤泰公司引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培育数年的优
质控糖米稻种，控糖米升糖指数（GI）值在 65 以下。禾粮公司以米糠为原料采

用先进的负压蒸发浸出工艺，萃取米糠原油及伴生品米糠粕。省内自主培育

“绿育黄粘早 1 号”“吉农糯 9”等鲜食玉米优质品种，市场认可度达 79.2%。

为鲜食玉米企业量身定制“气吹扒皮机”，将鲜食玉米“扒皮”损伤降低到接

近于零。四平市深入挖掘玉米产品价值，推出玉米餐饮类、玉米主食类、玉米

休闲食品类等 8 个类别 600 余款产品。 

     二、面临的困难与不足 

    一是当前政产学研用深入合作仍面临经费投入不足、跨学科整合能力弱

等挑战。二是高校与企业间的联系相对松散，企业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产

学合作缺乏稳定、持续的合作机制。三是研学的实践形式相对单一，高校与企



业的深入互动不足。四是企业兼职导师主要以指导学生实习为主，未真正融入

教育教学，师资队伍建设乏力。五是在联合开展技术攻关、联合授课、开发课

程、教材等教学资源等方面高质量教育教学成果较少。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建立产学研用融合会商机制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牵头，利用校企对接会和吉林现代粮食产业学院

（联盟）平台，形成定期会商机制，与相关省直部门、国有企业共同研究解决
产学研用合作中遇到的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等问题，推动形成“政府部门主

导、多元参与、协同联动、成果共享”的工作格局。 

    （二）积极推动科研合作与成果转化对接 

    统筹省内涉粮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国有粮食企业资源，探索建立科技

“创新联合体”，围绕国家全谷物计划，绿色储粮、粮食精深加工；良种培
育、高效种植、智慧粮机；智慧粮库、节粮减损等开展产学研用协同攻关，解

决制约粮食行业发展的政策、科技等“瓶颈”问题，促进更多粮食领域科技成

果在省内落地转化。 

    （三）深化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 

   通过吉林现代粮食产业学院联盟，促进各方合作交流，强化联盟平台建
设，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实施“工学交

替、顶岗实习”教学模式，组织教师定期到企业走访，以此提升粮食行业人才

培养质量，强化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促进高校与企业间更加

紧密的合作。 

     再次感谢您对国有粮食企业的关注与支持，并希望您继续对我省粮食

事业多提宝贵意见。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5 年 4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