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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农业厅与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云南三江

并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决定共同实

施西盟县肉牛产业精准扶贫开发项目。云南省草地

动物科学研究院院长黄必志将自己多年潜心研究育成

的优良肉牛新品种“云岭牛”带到西盟，还在西盟成

立了云南省专家基层科研黄必志工作站。在畜牧专家

的指导下，经过品种改良和养殖、管理、营销模式优

化，西盟县实现了传统畜牧业的产业升级。

近年来，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战

略部署，云南省整合人才资源，利用新一轮省院省校合

作、滇沪合作、滇粤合作、教育部滇西扶贫、中国工程

院挂钩扶贫等平台，组织、引导省内外高层次人才为贫

困地区提供智力服务，针对贫困地区实际困难问诊把

脉，提出解决方案。

此外，自2014年起，省科技厅开始每年从全省高

校、科研单位等选派一批优秀科技人员，到贫困地区

开展技术培训等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

全省共选派科技特派员6429人次，服务各类生产经营

主体2000多家，服务带动农户4万余户，在促进贫困地

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服务企业和产业发展、带

动农民就业和脱贫致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定向服务：为基层“传经送宝”

记者见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杨明

时，他刚完成一台射频消融手术。手术患者是杨明在

元江县人民医院驻点时遇到的病例。在疑难病会诊

中，杨明发现患者惯性心律失常，如果不手术，只能

终身服药，而且疗效有限。“刚好我们医院开展这类

手术的条件比较成熟，我就将他转介过来。手术很成

功，患者的病算是根治了。”杨明说。在全省医疗卫

生计生系统开展的“万名医技人员定向服务基层”行

动中，杨明被派驻元江县人民医院工作一年，除了跟

班诊疗、参与疑难病例会诊外，他还指导元江县人民

医院内一科开展了锁骨下深静脉穿刺术。

优秀医技人员下基层，推动了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与此同

时，科研和技术力量雄厚的各大医院也成为基层医技

人员培养交流的平台。

2016年，杨琼英校长工作室作为云南省入选教育

部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云南省名校长工作室”

项目的两个名校长工作室之一，落户玉溪市第一小

学。8位来自全省的优秀校长进入工作室。在这里，

名校长们牵手帮扶贡山独龙江乡小学、临翔区南美拉

祜族乡等贫困乡村小学，对学校教学理念、办学思路

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几年前我到南美乡小学，发现

拉祜族孩子羞于与人交流。缺乏自信首先是因为普通

话不好，所以我提出来，从语言抓起，让他们勇敢表

达、勇敢沟通。”杨琼英说。

以名校长工作室为平台，一批批来自乡镇、村

（社区）小学的教学骨干来到玉溪一小跟班学习，他

们通过跟班教学、参与学校活动提高教学水平、管理

水平，并将自己在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带

回原学校。通过教师交流、校本教材共享等方式，贫

困地区孩子也能享受到城镇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

素质提升：通过一批 带动一片

“面向基层的培训，我们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

是针对所有农村群众的普及性培训，比如一些单项技

术培训。还有一部分是重点培训，主要针对农村创业

致富带头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层干部和大学生

村官。这部分人示范带动能力强，培育一个就能带动

一批，效果非常明显。”云南省农业厅人事处处长周

霖说。

2014年，由农业部授牌的“农业部农村实用人才

（云南）培训基地”在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成立。截

至2017年，基地已培训云南及四川、贵州、广西等省

区的村“两委”班子成员、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家庭农场主、种养大户、大学生村官、农村致富带头

人、返乡创业人员等农村实用人才2300多人，并授予

培训合格者新型职业农民绿色证书。

“现代农业，光会种地不行了，思想观念也要

跟着变。”首批获得新型职业农民绿色证书的玉溪祥

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树祥说，“过去农

民思想保守，谁家地种得好，是怎么种的他不会告诉

你。培训灌输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思路，通过与老师、

同学沟通交流，获取新的信息，建立未来农业发展的

理念。”他的企业采取“基地+农户”的方式，带动

3000多户农户种植外销型蔬菜。现在，李树祥正在考

虑如何在保证种植标准化的前提下，提高企业的供货

能力，在市场上争取更大的议价权，带动更多群众增

收致富。

2016年，在外跑运输的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村

党员普慈贤受龙头山镇政府和光明村群众邀请回村，

在村级“两委”换届选举中当选光明村委会副主任。

新的村“两委”班子上任后，整合社会帮扶力量，争

取群众支持，仅用10天就完成了特色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场地建设，为村级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近年来，随着一批特殊招录政策、职称评审倾

斜政策和返乡创业激励政策落地，越来越多的人才

来到贫困地区。他们为贫困地区带来新信息、新思

路、新技能、新渠道，成为贫困地区持续发展的一

股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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