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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组部、团中央选派的第

16 批赴滇博士服务团成员先后到大

理、楚雄、昆明 3州市的 8个县（市、

区） 进行深入调研，并为各地经济社
会发展把脉问诊、出谋划策。

了解省情民意贡献“干货”

“通过这次调研考察，博士们深入
基层，更好地了解了云南的省情民
意。”第16批赴滇博士服务团团长、挂
任省科技厅副厅长的娄垂新表示。经
过8天的现场走访查看、听取汇报、座
谈讨论，博士服务团成员就调研中的
所见所闻所想与调研地相关负责人进
行了交流，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积
极建言献策。

一位博士说：“我们在调研中发
现，云南在思想观念、理念上有些保
守。就拿贵州来说，目前县县通高

速，这也体现出贵州这些年的理念很

开放。”博士们说，要解决交通量不足

的问题，不仅是要多修路，更重要的

是要注重路网建

设、结构优化和

整个城市的市政

建设整体规划。

“ 调 研 时 ，

一 位 老 板 告 诉

我，他投资了1亿余元，没有从银行贷

到一分钱。”一位博士则表示，云南要

改变单边作战的金融格局，为企业发展

和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到云

南后，这位博士了解到，很多区县有融

资需求，但融资能力弱，造成有些项目

难以落地。他建议，市、区县加强合
作，把同类、同质的项目打包，由市一
级的融资平台统一融资，在市、区县两
级建立内部支付体系，涉及县里的由县
里来承担还款，打通政府融资平台的脉
博，提升整体融资能力。

“企业对人才、技术、产业市场方
面的渴求，比我们预想的要强烈得
多，深入企业调研过程中，我们感觉
到他们想要人才和技术。”博士们表

示，调研中他们感到有些地方产业的

链条不是特别完善。他们去看的一所

县区职业学校，只有机电、汽修专

业，而没有当地涉农企业所需的农

学、园艺等专业，这也体现出职业教

育与当地用工需求不太匹配。

有的博士提出，云南的生物多样

性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云南的农

业资源很有优势，可发展立体农业和

休闲农业。如云南的茶和咖啡，可通

过发展景观农业、体验式农业，再融

入相应的文化，做成高端农业。

“我们仅从个人的角度提出问题和

谈观点想法，难免会有偏颇或者不够

全面……”博士们在交流时谦虚地表

示，但他们对深入了解云南、更好服

务云南和积极贡献才智充满热情。

架起交流合作的桥梁

博士服务团是中组部和团中央派出

人才帮扶西部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

已有 16批 167名博士到云南挂职锻炼

服务。第16批博士服务团共有20名博

士，于去年11月30日正式到云南挂职，

其中12名在省直机关，8名在州市。

博士挂职，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增添了人才资源，为有效破解当地发

展难题提供了智力支持。博士服务团

成员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理念、知识和

技术，还架起了东西部地区资源互

通、交流合作的桥梁。

对于博士服务团，基层干部这样评

价：“来了一个人，架起一座桥。”而这

样的成效，与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博士服务团工作密不可分。为了更

好地支持挂职博士工作，云南建立了

与博士服务团成员挂职单位的经常联

系机制，定期了解他们参与或负责的

重要工作，各接收地和单位则将博士

服务团成员作为宝贵的资源，倍加珍

惜，让他们有职有责，有位有为。

娄垂新告诉记者，此次调研中，

博士服务团与云南欧亚乳业有限公

司、楚雄技师学院等企业和学校签署

了 13项智力服务框架协议。另外，博

士服务团还向大理州和楚雄州共捐赠

了3辆新能源电动汽车。

接下来，围绕调研中相关企业和

职能部门提出的融资、技术、人才、

企划、培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博士

服务团将积极搭建对外服务平台，设

立“博士关爱公益基金”，对外建立良

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开展相关咨询或
增值服务。

博士们说，以前对西部的印象就
是荒凉、贫穷与落后，真正走进这片

土地，才知道它的人文景观之美、民

族文化之厚、特色产业之丰。为此，

他们一直在思考后续和长远的服务，

积极牵线搭桥，为对口项目能在云岭

大地开花结果而努力。
本刊记者 鲁子花■

接“地气” 献“才智”
——第16批赴滇博士服务团调研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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