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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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报

第 10 期

“挂包帮”“转走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5 年 11 月 12 日

超前谋划 精心组织 积极作为

圆满完成“挂包帮、转走访”首轮遍访工作

我校及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认真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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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省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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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安排部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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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5年 10月 28日，全校 12
名校领导、185名中层干部、3名挂职锻炼青年教师、5名云南省

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相关处室负责人和 20余名工作人员都参

与到了首轮遍访工作中来，已遍访贫困户 116户、贫困人口 449
人，共计填写《云南省遍访贫困村访谈问卷》205份、《云南省遍

访贫困户访谈问卷》234份，填写结对帮扶联系卡 116张，圆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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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挂包帮、转走访”首轮遍访工作，实现了我校派出的帮扶

干部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一对一”对接，“面对面”交流，

建立了联系，摸清了家底。

一、统一推进，全面启动“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省委、省政府将我校和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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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挂钩扶贫工作，但是 2个单位分别

与姚安县、南华县 2个县的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由

我校统一谋划、统一实施、统一推进。学校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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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社会服务办公室按照省委、省政府扶贫攻坚“挂包帮、

转走访”工作的总体安排、工作流程、工作要求，为每一位派出

干部编发了工作手册和日记本。10月 12日，我校召开了工作推进

会，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总结当前“挂包帮、转走

访”各项工作，深刻查找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讨论研究下

一步各项重点任务，科学谋划各项帮扶措施。

二、领导带头，深入开展进村入户“转走访”

按照“分期分批遍访”的原则，坚持领导带头示范，统筹安

排时间进度，统筹安排遍访人员，及时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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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吴伯志书记、盛军校长

分别 2次带队，深入姚安县前场镇木署村、南华县沙桥镇新华村

问卷调查收集贫困信息，填写访谈问卷，签订了“十三五”校县

合作协议；其他校领导也分别带领分管联系部门和学院领导班子

入户走访，实地调查。同时，我校还分别向姚安县前场镇、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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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沙桥镇定额投入扶贫资金 20万元，共计 40万元，专款专用，

确保校县合作、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顺利实施。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组织科技帮扶专家团队，制定精准扶贫规

划，我校在完成省委、省政府要求的入户走访问卷调查“规定动

作”之余，还结合实际，开展了关于贫困户“种植、养殖、帮扶

干部”的基本信息问卷调查“自选动作”，覆盖了 116户贫困户，

对他们的贫困情况、产业发展等进行了更细致的调查。

我校社会服务办公室紧紧围绕当前学校扶贫攻坚“挂包帮、

转走访”工作开展情况，编写了 9期工作简报，分别报送省委农

办、省扶贫办、省委高校工委、楚雄州委农办、扶贫办以及姚安

县、南华县委农办、扶贫办；我校对扶贫攻坚“挂帮帮、转走访”

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形成了典型案例材料，分别报送省委农

办、省委高校工委，已在“云南省新农村建设网、云南省新农村

建设指导员网”全文发布；9月 23日，省委督查组深入南华县沙

桥镇新华村实地督查我校“挂包帮、转走访”工作，对我校的工

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精心组织，坚决防止“挂包帮、转走访”流于形式

一是切实做到“一看、二听、三问”。干部进村入户走访要看

看农户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和穿衣吃饭，看看农户的土地情况、

生产条件和牲畜存栏，看看农户的劳动力状况和有无病残人口，

看看农户受教育程度和在校生现状；要主动和群众拉拉家常，听

群众发发牢骚、倒倒苦水，听群众对政策的意见、对干部的看法、

对工作的建议、对今后的想头；对有疑虑的地方主动询问，对事

关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最直接的问题要开展问卷调查，把情况搞

得更清一些、把问题摸得更透一些、把对策提得更实一些。要把

遍访转化为“深访”、“精访”，真正为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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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找出路。

二是全面落实“七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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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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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干部一定要以严的精神、实的作风，到村到户精准扶

贫，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轻车简

从，真心扶贫，不得增加基层和贫困户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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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向当地缴纳伙食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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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全力抓好帮扶方案制定。遍访工作结束，我校将组织人

员认真分类梳理贫困村、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安排农学、动科、

植保、园艺、食品、水利、经管、科技等学院和部门，充分发挥

学科优势和职能作用，研究制定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帮扶计划

和帮扶措施，切实做好“一村一规划、一组一方案、一户一办法”，

因村、因组、因户施策，重点在脱贫技术与项目、农产品生产与

市场建设、个体扶贫与整村产业扶持提升等方面着力。

目前，我校社会服务办公室整合我校经济管理学院、新农村

发展院、及姚安县扶贫办、姚安县前场镇及木署村提出的针对木

署村的精准脱贫方案，初步提出了姚安县前场镇木署村精准脱贫

思路：

第一，争取六个方面的项目资金：（1）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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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小区建设项目、（3）小学校围墙场地建设项目、（4）水利项

目、（5）村庄道路建设项目、（6）特色小城镇建设项目。

第二，在养殖业（肉牛、黑山羊、生猪、土鸡等）、种植业（烤

烟、玉米、大蒜、百合、中药材、核桃等）上给予技术支持，扶

持当地产业发展。

第三，共同搭建电子商务平台，做好当地农产品“走出去”

的渠道建设工作。

四、狠抓关键环节，进一步扎实推进扶贫攻坚工作

在我校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过程中，也在一些

困难和问题，如：少数部门和干部对该项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干

部下基层较为频繁、部分干部感觉帮扶的贫困户脱贫难度较大等，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我校将按照省委、省政府扶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将扶贫工作与高校社会服务、科研成果转化、

大学生创新创业、专业合作社和农民土地等五个方面结合，深入

实施“五结合”扶贫模式，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实现真心扶贫、

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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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