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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能开展更多创新创造行动，发挥自身优势、团队

优势、综合优势，不断深化产学研协作，促进科技

与经济紧密结合，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

点新产品开发，推出更多“云南制造”“云南创

造”，为云南改革发展献智出力；嘱咐专家们要把

接地气与补元气相结合，把休假和调研相结合，利

用休假的契机，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把脉会诊。

精心组织 休假与献智两不误

借鉴以往做法，参考省外经验，省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及相关单位提前谋划，在充分尊重院士专家

们意愿基础上，精心组织休假活动，因人制宜，因

地置才，会同休假地党委组织部门共同做好院士专

家休假服务保障工作。

由在滇工作“两院”院士、中央联系专家、

国家特聘专家一行 30人组成的休假团，来到了生

物多样性聚集、跨越发展的前沿红河州。院士专

家团围绕红河州美丽家园建设、高原特色农业发

展、以综合保税区为主的经济建设开放特区发展

等主题，采取边休息边调研方式，对弥勒、蒙自

两市进行深入了解。“应打响哈尼梯田世界旅游品

牌，加强人文环境建设，吸引更多人到红河旅

游。”座谈会上，昆明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苏君红为红河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其他

院士专家也纷纷发言，表达所思所想，结合各自

专业和调研后的思考，对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工

业结构转型升级、旅游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提

出意见建议。

37名省委联系专家代表，前往中国工程院定

点扶贫县、云南省人才扶贫和技能扶贫重点联系

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会泽县休假。“会泽生态保

护好，山水好，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干劲十

足，文化积淀深厚。”在边走边看几天之后，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梁辉等专家对会泽近年来经济社会

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休假团其他各领域专家还

为会泽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结合所学专长为

会泽各行业的发展建言献策，提出许多忠恳的意

见建议。

迪庆藏区专家团前往德宏州休假，这里气候温

暖，民族风情浓郁，自然条件优越，瑞丽国家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如火如荼，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为了让从高原地区来的藏区专家既得到充分休

息，又能感受德宏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和当地风土

人情，德宏州作了周密安排。在休假结束时，一位

迪庆藏区专家激动地说道：“省委这次休假安排得

太好了，感谢组织上对我们的关心关怀。”

细化载体 关爱与服务两相宜

诚意打动人心，关爱留住人才。省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多措并举，切实加强高层次人才服务。组织

休假同时，还安排对近 700名省委联系专家及高层

次人才进行集中健康体检。为了让每一位高层次人

才既不耽误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能如期顺利体检，

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将体检周期延长到50天，让专

家有更多时间选择。州市参加体检的专家在昆体检

期间，则在食宿和出行上予以他们充分保障，让专

家们从“一枝一叶”的细心安排里体会省委的关怀

与尊重。

事实上，休假和体检只是我省服务和关爱高层

次人才的一个侧面。早在 2010年 10月，省委组织

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科技

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等 13个部门联合下发了

《云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服务暂行办法》，

就引进人才户籍迁移、子女就学、配偶随迁、社保

医保接续、职称评定等方面服务工作做了明确规

定，想办法解除其后顾之忧。

在贴心服务人才生活的同时，云南还积极创造

条件，重视搭建专家人才沟通交流的平台。在以

“生态文明建设和西南生物多样性的形成、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为主题的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创新论坛

上，中科院院士傅伯杰、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

究所党委书记王克林、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云

南师范大学教授张虎才、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

长孙航、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施鹏等专家，围绕

生态系统服务、喀斯特生态系统、农业大数据等内

容作了专题发言，为云南省各类高层次人才交流思

想、沟通联系搭建平台。这样的系列人才交流平台

载体建设得到专家、人才的高度关注，大批科技人

才和大量科研前沿动态在这些论坛得到交流，逐步

扭转过去信息慢、渠道窄的被动局面。

“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则愈匮。”云南正

在不断健全更完善、更贴心、更便捷的人才服务体

系，不断营造尊知重才、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推

动形成竞相创新、百花齐放的人才发展生动局面，

推动云南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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