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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花卉产业是云南的传统优势产

业，近年来云南鲜切花出口量、出

口额均居全国第一。然而，长在云

南土地上的大部分鲜花，品种“基

因密码”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云南95%的月季品种都是从国

外引进，每产出一枝花要交6%至10%

的专利费。”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

究所研究员、“春城产业导师”李

淑斌算了笔账。突破“种子关”，

对于云南花卉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为助推云南花卉产业发展，

李淑斌带领团队扎根晋宁区清水河

村，专注月季新品种研发。目前，

李淑斌团队收集了超2000份月季种

质资源，每年杂交育种20万粒，保

存育种材料10万份，平均每年优选3

至5个新品种申请专利、开展市场推

广。此外，依托研发基地，李淑斌

积极为清水河村谋划农旅融合发展

路子，打造“中国月季村”品牌，

实现一产与三产联动发展。

“春城产业导师”突出“导

师”的功能定位，在指导、开展具

体产业项目的同时，导师们发挥专

业特长、提供专业意见、解决技术

难题，积极为昆明乃至云南产业发

展建言献策，促进优质产业项目落

地发展。

在谈起生物医药、农业产业

发展思路时，张宁、李淑斌都提到

了“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张宁

表示，目前我国一般把科研院所作

为创新主体，企业作为生产主体，

研与产存在“间距”利益沟壑，而

“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则能有效缩

短研发到投产的距离。目前，李淑

斌也正通过打造“产研小院”，探

索产学研利益联结机制，让创新推

动市场、经营反哺创新。

怎么留？

人才和发展需“双向奔赴”

人才能不能留得下，取决于一

个地方“发展容器”的大小。客观

来看，在发展平台、经济实力、产

业量级等方面，昆明与一线城市之

间存在一定差距。但昆明可以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为产业导师干事创

业搭平台，以事业留人、以感情

留人。

“云南省、市各级政府和云

南白药集团为我提供了干事创业的

平台，我希望能为中国医药产业走

向世界作出贡献。”张宁说，到云

南一年来，他的“工作总结”内容

颇丰：守正创新、推动中药创新研

发；布局中药千金藤素片的攻关；

提出以核药为主、兼顾新药物靶点

的创新药发展策略……

而作为云南本土的“春城产业

导师”，李淑斌更看重这个身份带

来的产业模式创新。“‘春城产业

导师’工程引进了全国各领域、各

行业的高层次人才，能够为昆明乃

至云南的产业发展探索许多可供借

鉴的模式。产业导师探索的成果，

能够为政府的决策部署提供参考，

这将激发产业导师以更大热情干事

创业。”李淑斌说。

除用事业留住产业导师外，昆

明市还通过个人荣誉、资金支持、

生活保障、社会服务等，为产业导

师干事创业营造良好氛围，力求以

情留人。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聚焦

用人和留人工作，探索建立‘春城

产业导师’库、收集导师的课题

清单、精准匹配指导产业项目等方

式，用心用情为产业导师干事创业

营造良好氛围。”昆明市委组织部

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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