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Y L X F   2023·09

先锋策划

验室。在材料学领域颇有研究的张

磊，把专业知识融入灵长类生殖与

发育调控、灵长类干细胞与组织工

程等重点研究领域，如今成为生物

材料实验室负责人，并在“3D生物

打印”等交叉学科研究平台实现了

突破。

目前，全省共建成国家重点实

验室7个、省重点实验室124个、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3个，院士专家

工作站673个。这些大多数依托于

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的交流平台、

创新平台、合作平台，为云南发挥

人才资源优势，实现人才的双向奔

赴，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广阔舞台。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省委书记王宁在今年6月召开

的全省教育发展大会上指出：“职

业教育要提质效，围绕重点产业

推动产教融合，坚持就业导向优化

专业设置，集中资源力量提升办学

条件，为云南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

高素质技能人才。高等教育要出成

果，大力提升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能力，服务产业和地方发展，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让高校真正

成为云南科技创新和人才辈出的主

阵地。”

2022年12月，《科学》杂志公

布了“202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云南大学胡凤益团队多年生稻研究

成果入选该榜单，成为当年中国唯

一入选，也是农业类唯一入选的

科学突破。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胡

凤益说，这种轻简化的粮食生产方

式，避免了每年反复在稻田耕层耕

作土壤，改善了土壤结构，培肥了

土壤，也将有助于维护粮食安全和

生态安全。目前，多年生稻已在中

国及南亚东南亚、非洲等“一带一

路”沿线多个国家试验示范成功，

云南大学农学院也聚集了不少来自

这些国家的留学生，经过在云南大

学的学习实践，他们将带着先进的

多年生稻技术返回祖国。

胡凤益研究多年生稻的成功，

得益于他20年来如一日的不懈努

力，也与近年来云南省推出的一系

列人才培养政策关系密切。作为

2018年第四批“云岭学者”入选

者，胡凤益得到了一系列政策和资

金的支持。如今，“云岭学者”成

为“兴滇英才支持计划”10个个人

专项中的一项，自2022年实施“兴

滇英才支持计划”以来，云南遂选

了120余名教育人才，给予其在承担

重大教学科研项目、人才培养平台

项目、建设教学名师工作室等重点

领域的支持。

云南河川纵横、山高谷深、地

貌复杂，交通曾经极为不便。近年

来，随着云南加快推进我国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交通运输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而这背后，离

不开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公路与

建筑工程学院多年来在人才培养方

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早在1952

年建校之初，学院的道桥专业就同

步成立，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国

家示范校建设的重点专业。”云南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公路与建筑工程

学院副院长秦溱表示，作为全国职

业院校中最早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

学校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学院先后参与了安宁至楚雄二级公

路、独龙江公路、龙江特大桥、金

沙江虎跳峡大桥等多条公路桥梁的

测绘与建设工作，为云南培养了一

大批公路桥梁建设的主力军，分布在

云南交通发展的各行各业。

提升服务地方发展能力

云南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

称，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但复杂矿

产难利用、污染较重和产品附加值

低等问题长期存在，导致云南的资

源优势很难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

优势，冶金技术服务国家战略和云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亟待提升。

1997年，郭胜惠从浙江考入昆

明理工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均

就读于该校冶金工程专业，随后留

校任教。在20多年的求学、教学和

科研工作中，郭胜惠成长为昆明理

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

并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聘教

授项目等一系列国家和省级人才扶

持项目。“2008年前后，云南提

出发展绿色钛谷的目标，结合云南

钛业的需求，我们研发了微波连续

酸洗钛带卷技术，建成世界首套兆

瓦级大功率微波酸洗生产系统，既

提高了生产效率，又避免了使用传

统燃煤锅炉所带来的污染。”郭胜

惠介绍说，此项技术的突破，帮助

其作为核心成员创建了微波冶金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实验室

等，并将微波冶金技术应用到更广

泛的产业和领域中，为重塑云南省

有色金属新优势作出贡献。

体制顺、机制活，则人才聚、

事业兴。为激发高校人才发展活

力，优化人才生态，云南省坚持人

才管理做“减法”、人才服务做

“加法”，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2021年，云南通过出台《关

于扩大部分在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和医疗卫生机构相关自主权试点工

作的意见》，在编制使用、人事管

理、收入分配、科研经费管理等方

面充分放权，扩大了多所在昆高校

用人自主权，加大了急需紧缺高层

次人才引进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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