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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策划

也投入真金白银引进培养各类高层

次人才：省级每年拿出不低于40亿

元，支持全省科技创新；对高层次

科技人才顶尖团队，给予最高3000

万元的项目经费支持。

搭建平台，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

则愈匮。为了真正实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用有所成，云南因地制

宜，不断加大人才交流平台、创新

平台、合作平台建设力度，充分激

发和释放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2023年3月以来，北京大学国际

癌症研究院副院长张宁教授来云南

的次数逐渐增多，深入云南白药集

团指导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关的次

数也增加了。“作为云南白药集团

的科技副总，我要发挥好高校与企

业的‘桥梁’作用，为高校的科研

成果转化拓展平台和渠道，为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丰富的研究资

源和人才力量。”据张宁介绍，随

着具有白药特色的创新药研发体系

逐步建成，云南白药也将在癌症和

肿瘤研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着眼推动云南产业发展，借鉴

省外经验，2022年11月，省委组织

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云南省科技

副总及产业导师选聘实施细则（试

行）》，面向省内外高校（含高职

院校）、科研院所选聘科研人员兼

任企业科技副总，选聘省内企业高

管、技术专家兼任高校产业导师。

政策出台不到2个月，相关部门全面

摸底梳理出云南省重点产业、骨干

企业和重点高校的岗位需求，统一

面向省内外发布。首批共选聘110名

人才到企业任科技副总，选聘58名

人才到高校任产业导师。

“开展科技副总及产业导师

选聘工作，是引导广大人才服务和

支撑云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

抓手，也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

据昆明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唐家华介

绍，2023年，昆明理工大学聘任了

17名产业导师，派出科技副总19

名，涉及34家在滇合作企业。无论

是引进来，还是派出去，科技副总

及产业导师这项政策都有助于学校

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更

好地发挥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

近年来，云南不断优化的人才

生态，推动了平台载体数量显著增

长，加速了高层次人才集聚。国家

植物博物馆、景东120米脉冲星射

电望远镜等重大科学研究平台相继

落地云南。目前，云南省建成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9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124个，为人才创新创业和科技成果

转化提供了坚实支撑。通过持续深

化“大院大所大校大企”合作，建

成西南联合研究生院，并以腾冲科

学家论坛为主要平台，进一步扩大

云南的科技“朋友圈”，为云南省

重点产业、重点领域的发展提供高

质量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持。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察调

研时指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

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支

撑。”牢记总书记嘱托，赓续西南

联大精神，2022年6月，在教育部和

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推动下，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

学、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

南师范大学6所高校合作共建的西南

联合研究生院正式获批成立。“西

南联合研究生院是传承西南联大精

神的载体，研究生院紧密围绕服务

国家战略和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这一

定位，正在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新型研

究生院。”云南大学副校长、西南联

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胡金明说。

优化环境，做好人才服务

环境是人才竞争的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好，则

2023年5月24日，云南省科技副总及产业导师首聘仪式在昆明举行。图为首批科技副总
及产业导师代表领取聘书  郝亚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