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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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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由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做好培训规划，并有针对性地邀请授课教

师、设置岗位必备专业知识“菜品”，开展“分餐制”培训，推进式

解决一批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增强了培训的针对性。

2018年开设的7个专业化训练班由州委组织部统筹协调，分别由

州工信局、住建局、发改委、文化和旅游局、财政局、农业局、科技

局负责主办，州规划局、卫计委等23个部门负责配合协办，州委党校

负责具体承办，形成干部培训多元化的新局面。

此外，专业化培训班以1年为1个培训周期（学制），采取“工

作+学习”动态教学模式，有效解决了中长期培训工学矛盾突出、短

期培训内容碎片化等问题，促进学以致用。课堂上则综合运用多种教

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返岗实践、现场教学、情景教学、辩论式教

学等“多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不断增强培训内容的运用能力。

学以致用增实效

“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四天都会集中上课，学习时间虽然短，但

压力不小，跟不上学习就会被劝退。”吴先洪坦言，要求学员自主学

习、主动学习课程，并以课题研究、研讨式教学、学员论坛等教学形

式为载体，针对行业内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根据培训所学结合实际

返岗实践，进行调研与研讨，并完成课题报告。

如今已是屏边县财政局局长的吴先洪，把学到的知识充分运用到

新岗位上。“2018年9月，培训班到建水县实地考察建水古城传统风

貌保护与恢复工作，建水的城市规划发展就给了我建设屏边县牧羊河

溪流湿地公园的思路。”在一次与投资方对县内高端酒店的方案对接

中，吴先洪不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酒店与城市定位如何相融有了

深切的体会，也在如何根据地形地貌构造水景观等细节上提出了一些

建议。

“培训不仅为我们解决了工作中的许多困惑、难题，更促进了我

们整体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完善。”如今，对于屏边县“美丽县城”建

设，吴先洪有了更明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步骤。

本刊记者 欧阳小抒 

2017年以来，红河州改进干部培训

方式，长期开办领导干部专业化能力提

升训练班，根据本地产业化发展方向细

分专业和学员，探索实行“小班制”精

准培训模式，两年间共培训学员425名。

这一方式既解决了领导干部长期培训的

工学矛盾问题，又解决了专业化不强、

学用脱节的问题，为产业发展培养储备

了一批专业化干部和后备力量。

根据需求遴选学员

红河州围绕州委“13611”工作思路

和全州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按照“干

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严格细化学员资格条件和选拔程序，在

全州县（市）党委、州级各单位党委(党

组)推荐的基础上，根据相应条件精心遴

选学员。如为45岁以下、有相近专业学

历背景、从事过或正在从事某一专业工

作，并有一定培养潜力的处级、科级干

部专门开办培训班。同时，紧盯本行业

干部的知识弱项、能力短板，有的放矢

进行“开小灶”培训。

“项目建设怎么规划？建设投入

成本多高？没参加培训前，这些问题我

都是两眼一抹黑，现在再碰上就有底气

了。”这是屏边县选派学员吴先洪参加

城乡规划与建设专业化能力提升训练班

后的感受。据他介绍，培训课程设置了

工业和信息化、城乡规划与建设、开放

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旅游开发、

金融财税、生物医药和大健康7个小班。

“可以说班班有特色、门门有亮点。结

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既利当

前，又谋长远。”吴先洪说。

依托专业部门抓培训

“与以往大班制‘一锅煮’培训不

同，专业化训练班采取‘政府职能部

门+党校’的培训模式。”红河州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小班制”

学员在开远市羊街乡考察产业发展

“小班制”精准培训突出专业化

红河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