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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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22 日

学校赴姚安县南华县开展“挂包帮、转走访”回访工作

为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扶贫攻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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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学校于 3 月 19 日组织帮户干部深入姚安县前场镇木署村、南华县沙

桥镇新华村开展回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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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副书记李永勤，副校长孙海清、雷建奕、李正跃、唐滢、彭志远、葛长荣，

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张郭宏与其他副处以上帮户干部一起进村入户

访谈，跟踪了解帮扶项目实施情况及相关变化情况，填写回访问卷，对接帮扶计划，进

一步调整完善各项帮扶措施。

在村民周学清家，李永勤副书记认真介绍各项扶贫政策，详细了解之前帮扶项目的

落实情况，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帮扶计划与他进行沟通和交流。特别是当听说周学清妻子

已经手术痊愈且能参加简单劳动后，李副书记非常高兴，鼓励他们要打起精气神，要相

信党和政府，只要自己努力，日子一定会红火起来。周学清动情地说：“有那么好的政

策和农大的关心支持，自己没有理由继续贫穷下去，一定要自己努力争取早日脱贫。”

在村民普忠家，李永勤副书记勉励普正丽、普正超两姐弟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才

能更好地孝敬父母和建设家园，他还实地查看了他们家的生产田地，与普忠一起讨论如

何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和条件，通过积极发展种养殖业来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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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南华扶贫工作队向新华村捐赠车厘子树

2016年 3 月 9 日，我校及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驻南华沙桥镇新华村驻村

扶贫工作队在村委会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贫困户、种植和养殖大户的种养殖意向，结

合每户实际种养殖条件通过队内协商讨论制定科学的精准扶贫计划。并向新华村捐赠 12

万余元 3～4 年的车厘子树，我校敖平星博士等现场指导五个村民小组的种植骨干进行

车厘子的栽培、压枝、施肥及日常管理等知识的培训。

欧洲甜樱桃（在云南习称车厘子）是水果中的钻石，是目前单位面积效益较高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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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业之一，在国内外都被喻为“黄金种植业”。由于其生长习性和起源，在云南车厘子

最好在高海拔（1900m～2900m）的冷凉地区栽培品质较好、较丰产，在高海拔冷凉地

区粮食作物产量低，经济效益差，但恰恰适宜栽培车厘子，栽培车厘子在高海拔冷凉地

区是粮食经济作物的 15～30 倍，一般 5～7 年丰产，丰产期有 20 多年。车厘子也是目

前高海拔冷凉地区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的重要抓手，而且保护生态，带动当地交通运输和

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就业，促进民族地区、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于巩固

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稳定，这种三重效益（经济、社会、生态）在云南高海拔高寒山区

在农业范围内是其它种植业所不具备和不能替代的。

在南华县新华村发展车厘子栽培，是在全面熟悉驻村扶贫工作后因地制宜、因户施

策，认真落实我校在“挂包帮、走专访”各项帮扶政策措施的结果，是以产业扶贫，实

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路子；同时在新华村发展车厘子栽培还可把当地的生态保护、

旅游观光、扶贫开发和农民增收等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贫困村新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

富，切实做好 “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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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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