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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策划

动各项帮扶任务落细落地落实。

云南还注重完善制度，助推干

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向纵深

推进。2022年4月以来，先后制定

相应的配套文件，创新设立1000个

“省管县用”“省管校用”专项事业

编制用于支持医疗、教育帮扶工作，

分阶段明确科技特派员帮扶目标任

务，确保“组团式”帮扶取得实效。

营造敬才爱才环境

云南省充分信任并大胆使用

“组团式”帮扶干部人才，提供院

长、校长等领导岗位及中层管理岗

位给实权、担实责、干实事，确保

帮扶人才全面参与帮扶单位核心能

力建设。

“人才一直是制约边疆民族

地区发展的短板，现在我们要抢抓

‘组团式’帮扶的机遇，最大限度

把人才资源转化为突破发展瓶颈的

动能。”文山州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陈治表示。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在搭台

子、给位子、优服务上打好精准

牌。在帮扶团队到来的第一时间，

就把国家科技特派团广南团顾问聘

为州委、州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

充分发挥其智囊作用；把教育、医

疗帮扶队队长分别任命为受帮扶学

校和医院的校长、院长，其余帮扶

成员任受帮扶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

或学科骨干，安排本地熟悉工作的

同志搭建“一对一”伙伴关系，全

方位做好服务保障。

云南省认真履行帮扶干部人才

服务管理“兜底”责任，积极会同

有关职能部门从政治上关心、工作

上支持、生活上关爱，为他们全身

心投入帮扶工作提供坚实保障、解

除后顾之忧。

2022年以来，省委组织部会

同有关职能部门研究制定“省管县

用”对口帮扶机制实施方案、对口

帮扶医疗队管理办法、“省管校

用”对口帮扶机制实施方案等制度

文件，对帮扶干部人才怎么选、如

何派、谁来管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

确规定。各重点帮扶县组织部门当

好“人才之家”，通过交心谈心、日

常走访，全面听取帮扶干部人才的意

见建议，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为让帮扶干部人才在云南心

无旁骛地干事创业，云南各地各部

门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专门出台《外来帮

扶人才关心关爱暂行办法》，从岗

位分工、食宿出行、看病就医、体

检休假等方面加大帮扶干部人才服

务保障力度；丽江市为帮扶干部人

才颁发“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

提供旅游服务、交通出行、子女入

学、医疗保健等15项绿色通道服务。

“前几天，德钦县委组织部

领导来看望我们，发现洗衣机有

些陈旧，就及时安排人员给我们更

换。”德钦县人民医院院长邓磊表

示，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开展帮扶工

作虽然很辛苦，但是组织的关心让

队员们很感动。

提升发展“造血”能力

今年6月2日召开的全省教育发

展大会强调，要着力补齐学前教育

普惠发展短板，大力推动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有力破解高中教育

“县中困境”，让孩子们享有更好

更公平的教育。

7月18日召开的2022年度云南省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指出，要坚持以

成果应用为导向，解决关键核心技

术“卡脖子”难题，打通科技成果

转化“最后一公里”。

8月18日召开的全省卫生健康大

会强调，确保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让全省各族

人民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

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云南省相继召开的这三个重要

会议，为医疗、教育、科技领域的

“组团式”帮扶工作指明了方向。

目前，在医疗人才的“组团

式”帮扶下，云南受帮扶医院普

遍建立了“县—州（市）—上海、

昆明远程医疗会诊”网络，基本实

现了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诊

疗、远程影像诊断，医疗服务水平

明显提升；医疗帮扶队还采取“师

带徒”“团带团”等模式，定向带

教本土医师，帮助培养本土医疗人

才。教育帮扶人才不但把先进的管

理模式、教学理念“带土移植”到

受帮扶学校，还在这些学校中广泛

开展师徒结对、新老结对、课程结

对等，不断提升当地教育水平；此

外，受帮扶学校的校领导、教师可

到上海的优质高中、职中学习锻炼

或研修培训，实现“输血”与“造

血”双管齐下、协同推进。在科技

帮扶领域，中央选派科技特派团奔

赴云南27个重点帮扶县进行指导，

围绕产业技术指导服务、品种技术

引进推广、技术瓶颈攻关、本土人

才培养、农业产业功能拓展5项重点

任务，制订 了“一县一方案”的帮

扶计划，为云南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帮扶队

员坚持帮当地之需、扶当地之困，

渐显成效。”省委组织部相关处室

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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