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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

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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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包帮”“转走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18 日

超前谋划 精心组织 主动作为

扎实做好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为认真落实《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举全省之

力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意见》（云发[2015]14号）精神，省委、

省政府决定进一步建立健全全省扶贫攻坚“领导挂点、部门包村、

干部帮户”（简称“挂包帮”）定点挂钩扶贫工作长效机制，扎实

开展“转作风走基层遍访贫困村贫困户”（简称“转走访”）工作，

安排部署我校在姚安县、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在南华

县开展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虽然将我校和省高原

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作为 2家省属事业单位纳入这次扶贫攻坚“挂

包帮、转走访”工作，但是姚安县、南华县的扶贫工作需要我校

各学院、部门与产业研究院之间、以及广大干部职工相互之间的

协同配合，2个县的“挂包帮、转走访”结对帮扶工作由我校统一

谋划、统一组织，统一推进，共同努力做好各项扶贫攻坚工作。

一、动员部署科学安排，精准对接派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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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立了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吴伯志书记、盛军校长为工作联席会议

总召集人，明确了分管校领导和联络员，下设办公室在我校社会

服务办公室。9月 10日，学校召开了动员部署大会，向全校中层

以上干部、包括校领导传达学习有关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标志着我校在姚安县、南华县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全面启动。

我校及时与姚安县、南华县联系对接，派出“挂包帮、转走

访”干部，与当地共同商定了帮扶对象。根据学校当前的工作情

况和姚安县前场镇木署村、南华县沙桥镇新华村的贫困实际，我

校向姚安县选派了 7名校领导、110名中层干部和 3名挂职锻炼青

年教师，结对帮扶前场镇木署村 6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向南华县

选派了 5名校领导、75名中层干部和 5名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

究院相关处室负责人，结对帮扶沙桥镇新华村 49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同时整合了派出的帮户干部、科技副乡镇长、新农村建设指

导员、支教青年教师等力量，组建了驻村帮扶工作队，派驻了村

支部第一书记。

二、坚持领导带头示范，及时深入开展“转走访”

领导带头开展“转走访”，深入挂包村入户走访，填写调查问

卷，面对面了解情况，认真核对贫困村、贫困户信息，全面摸清

基本情况。截至目前，我校已有 98 名中层以上干部、包括 12 名

校领导深入姚安县前场镇木署村 4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南华县沙

桥镇新华村 2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问卷调查收集贫困信息，填

写访谈问卷 208份。9月 11-12日，校党委书记吴伯志、副书记李

永勤、副校长李正跃率队到姚安县落实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

访”工作，深入前场镇木署村入户走访调研，李正跃副校长与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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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政府刘建云县长代表双方签订了“十三五”校县合作协议，

李永勤副书记代表学校向前场镇捐赠扶贫资金 10 万元；8 月 25
日，校长盛军、副校长黎素梅、校党委委员、省高原特色农业产

业研究院副院长张郭宏、校长助理徐昆龙带领相关学院、部门负

责人赴南华县调研启动“挂包帮、转走访”定点挂钩扶贫工作，

并深入沙桥镇新华村入户走访；9月 16-17日，校党委副书记、云

南农村干部学院专职副院长朱江带队前往南华县沙桥镇新华村开

展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深入挂钩帮扶的贫困群众

家中开展入户走访调查，并前往姚安县前场镇看望我校的挂职干

部；9月 22日，副校长黎素梅、彭志远赴南华县沙桥镇新华村开

展“挂包帮、转走访”工作，同行的有我校教务处、招就处、国

资处、农学院、食品学院、水利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图书馆、

后勤集团等部门和学院的对口帮扶干部；9月 22-23日，副校长雷

建奕、纪委书记李雪峰、校党委委员、校长助理高洪以及部分学

院和部门负责人前往姚安县前场镇木署村开展扶贫攻坚“挂包帮、

转走访”工作，深入贫困群众家中走访调查生产生活情况，并看

望我校的挂职干部。

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坚决防止流于形式

我校要求派出的“挂包帮、转走访”干部，一定要明白自己

的身份，明白肩负的职责，明白干事的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姚安县、南华县扶贫攻坚“挂

包帮、转走访”工作的深入开展。在扶贫攻坚工作中，一定要以

严的精神、实的作风，到村到户精准扶贫，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

规定和省委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和“忠

诚干净担当”的要求，轻车简从，真心扶贫，不得增加基层和贫

困户负担。学校严格按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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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要求派出的“挂包帮、转走访”干

部到村到户开展扶贫工作过程中，以“早餐 20元/人·餐、中晚餐

40元/人·餐”的标准向当地缴纳伙食费，住宿费按照规定标准实

报实销，伙食补助、住宿费从本部门工作经费支出。

学校要求全校各部门一定要把“挂包帮、转走访”工作摆在

突出位置，纳入当前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绩效考

核的重要指标，与深入开展“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专

题教育、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等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精

心组织，合力推进，坚决防止走过场和流于形式，切实做到“七

个一”，即：成立一套工作班子，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留下一个联

系电话，制定一份帮扶计划，提供一条致富信息，教会一门实用

技术，落实一项脱贫项目。并明确要求在 10月底前，由校领导带

头派出的“挂包帮”干部全面完成“转走访”任务，摸清贫困现

状，分析致贫原因；同时，学校将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研究制

定帮村、帮户计划，落实各项帮扶措施，推动帮扶项目落地。

四、狠抓关键环节，扎实推进扶贫攻坚

按照《关于建立扶贫攻坚“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

长效机制扎实开展“转作风走基层遍访贫困村贫困户”工作的通

知》（云办通[2015]38号）对“挂包帮、转走访”工作的安排和要

求，我校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将着重在以下关键环节上做功发

力：一是抓好干部进村入户与帮扶对象面对面交流，全面摸清贫

困村贫困户基本情况；二是抓好致贫原因分析，做到分类梳理、

因户施策；三是抓好帮扶措施制定，根据走访了解和分类梳理的

情况，研究制定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帮扶计划和帮扶措施，重

点在脱贫技术与项目、农产品生产与市场建设等方面，个体扶贫

与整村产业扶持与提升等方面着力；四是抓好遍访台账工作，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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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工作结束后，在 7个工作日内建立遍访工作台账并录入“云南

省精准扶贫信息平台”；五是抓好定期回访，按照“不脱贫、不脱

钩”的原则，定期回访帮扶对象，跟踪了解帮扶项目实施情况和

贫困村贫困户发展变化情况，调整完善帮扶措施，促进贫困村贫

困户如期脱贫。

总之，新形势下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任务艰巨，

使命光荣，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总体要求，

充分发挥云南农业大学、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在人才、智

力、科技、平台等方面的优势，结合挂钩村、户实际，推进科教

扶贫，培育新型农民，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打赢扶贫开发攻坚

战、确保 2020年如期实现全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作出新的贡献！

报：省“挂包帮”“转走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省教育厅（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挂包帮”“转走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中共云南省委高校工委组织部）

送：校党委书记、校长、副书记、副校长、纪委书记、党委委员、校长助理

发：各党委、总支、各学院、部门

共印 12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