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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策划

展，加快构建云南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强省建设取得新突破。

从1999年至今，中央先后选派

了22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到云南服务

锻炼，他们在推进重大项目落地中

发挥出重要作用。第22批博士服务

团在滇服务期间，促成一批合作项

目落地见效，张萍博士积极推动国

际贸易企业集聚平台建设，亚马逊

等50余家企业来滇商洽落户意向，

京疆集团落户中老经济合作区；郭

怀广博士推动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

限公司在昆明设立生鲜农产品、普

洱茶2个直播销售基地等。

人才驱动与创新驱动并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近年来，云南省坚持“自主

培育+外部引进”相结合，强化科技

人才体系建设，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为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及新产

品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文山州紧扣绿色铝全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加大政策

供给、推行双轨并行、优化人才服

务，广纳天下英才助力“中国绿色

铝谷”核心区建设。目前，全州铝

企业人才队伍总量达1.33万人。其

中，科技研发人才60人、高级工程

师96人，为全州绿色铝产业快速发

展提供科研、技术支撑保障服务。

“文山州先后聘请3名国内知名

绿色铝领域专家作为州委、州政府

专家顾问团成员，引进专业型党政

干部储备人才2名，为绿色铝企业引

进高层次人才21人、技能人才460余

名，有力推动破解发展、技术和管

理难题。”文山州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核心技术是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命门’,也是企业做优做强的根

本保障。”这是玉溪沃森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

玉溪沃森生物是一家专门从事

人用疫苗研发、生产、销售的生物

高新技术企业。2004年，为攻克A群

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冻干工艺技

术，该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黄

镇带领企业科研人员，连续半个月

吃住在企业，终于攻破技术难关。

2005年，黄镇带队向被称为

“疫苗之王”的PCV13（13价肺炎

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发起挑战。经

过不懈努力，成功研发出中国第一

款、世界第二款PCV13，打破了美国

公司在全球长达20年、在中国长达

12年的垄断。

2020年，黄镇带领科研团队

奋战百日，完成了与中国军事科学

院、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研发的中国首款mRNA新冠疫苗临

床前研究，同年6月获得临床研究批

件并同步启动生产线建设。

自2022年初省委、省政府印发

实施《关于人才服务现代产业发展

的十条措施》以来，各地各部门紧

紧围绕产业强省战略部署，聚焦人

才服务现代产业发展，搭平台、活

机制、给政策、优环境，全面启动

56项具体任务，持续引导广大人才

服务和支撑云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产业振兴与人才振兴并行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产业振兴是基础，人才振兴是关

键。云南省紧紧抓住“人才”这个

关键，充分发挥好人才的支撑和引

领作用，不断推进特色产业向纵深

发展和提质升级。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要在现代

化、产业化上动脑筋、想出路。”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

士、云南白药集团中药研发总监朱

兆云经常说，“民族药作为中医药

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民

族文化底蕴，回应着人类对生命和

健康的呼唤，我们要开发出更多更

好的民族药，让它们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

近年来，朱兆云带领团队深耕

不辍、创新不止，以第一发明人创

制痛舒胶囊（片）、肿痛气雾剂等5

个国家新药并成功上市实现产业化

推广……在创新研发路上，朱兆云

不断用汗水浇灌民族药的幼苗，让

其渐渐走出深闺、向阳而生。

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

云南省还实施“万名人才兴万村”

行动、选派科技特派员、开展乡村

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

等，引导和鼓励科技人员将技术、

信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农

业农村一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农科专家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教

农民种植技术，艺术家在水稻田里

绘出五彩画卷吸引游人，规划专家

实地调研为乡村发展量体裁衣，高

级教师送教下乡……

自2021年4月云南省委组织部

启动云南“万名人才兴万村”行动

以来，全省先后选派10190名各类人

才、16个专家服务团帮扶129个县

（市、区）6913个行政村，全面助

力现代农业发展、集体产业壮大，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2022年12月，云南省举办的

“2022腾冲科学家论坛”，促成的

招商引资项目涵盖了生物医药与大

健康、文化旅游、高原特色现代农

业、数字经济、新材料、新能源、

先进制造等领域，为云南特色产业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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