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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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9 日

李永勤副书记带队到泸水县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为认真落实省政府领导和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关于我校对口

帮扶泸水县的工作安排，4 月 26-28 日，校党委副书记李永勤率由农

学院、动科院、园艺学院、食品学院、宣传部、社会服务办相关人员

组成的专家组深入泸水县实地调研，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2

调研组与泸水县县长和桂莲、副县长杨秀兴以及县农科局、扶贫

办等部门负责人先后调研了怒丰食（药）用菌开发有限公司、上江镇

湾桥村蔬菜基地、泸水县春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有机蔬菜和绿色基地、

怒江老窝火腿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泸水县凯锋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等龙

头企业和产业基地，对全县蔬菜、食用菌、中药材、生猪、畜禽产品

等产业进行了集中调研。每到一处，李副书记走进田间地头、种植大

棚和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经营管

理、自主研发、产业扶持、人才支撑等情况，仔细询问发展面临的主

要问题困难，对现场能解答指导的具体问题，相关专家及时给予了细

致的解答指导，对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调的问题，调研组作了认真记录。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调研组和泸水县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了

座谈会。泸水县委副书记、县长和桂莲代表县委政府介绍了泸水县县

情、农业产业发展情况、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希望学校在泸水县

经济发展、扶贫开发、产业扶持、科技进步等方面提供项目、人才和

技术支持；通过校企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弥补泸水县本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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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不足的缺陷；站在更高的站位，穿针引线，帮助引进一些有

实力的合作伙伴和大型企业，为泸水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希望

双方加强沟通联系，通过建立结对帮扶工作长效机制，促进双方合作

共赢。

李永勤副书记结合泸水县攻坚扶贫的现实需求和学校的实际情

况，提出：脱贫关键在于发展产业，泸水县虽是一个边境深度贫困县，

但有一定产业基础，高黎贡山猪和草果等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名气，一

大批农产品取得了“三品一标”认证，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提高品质，

打响品牌。作为农业院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云南农大的

社会责任之一，目前学校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也愿意在泸水县各项事业发展过程中积极作为，通过进一步整合资源

力量、建立合作平台，重点帮助泸水县做好科技培训、干部培养、产

业培植、教育帮扶、技术研发等工作，把泸水县提出的学校能解决的

工作任务分解到相关学院和负责人。李副书记建议立足泸水县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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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优势，把农业产业发展放在云南大农业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做好

战略规划，抓住泸水县建设工业园区的契机，在培育龙头企业、凝练

大项目上做文章，深入推进攻坚扶贫工作。

学校专家组成员结合实地调研情况，聚焦项目扶持、技术服务、

人才培养，提出了对口帮扶的具体措施。

我校为镇雄县举办“三区”科技人才培训

2016 年 4 月 28 日-5 月 9 日，2015 年度云南省“三区”科技人才

第三期培训班在我校举办。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增加部分省级部

门和单位挂联任务的通知》安排，学校高度重视，圆满完成我校在镇

雄县每年 100 名以上基层农科人员短期培训进修任务，并继 2016 年 4

月中旬第一批 10 名镇雄县学员培训之后，依托 2015 年度云南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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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科技人才第三期培训班，再次从镇雄县选派了 20 名本土农科人员

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的主要对象是基层农科人员、种植养殖大户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从业人员，重点在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农产品加工、

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电商等领域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旨在帮助参训

人员能够更好地掌握农业种植、畜牧养殖等实用新技术，并依靠新技

术、新理念发展高原特色种植业、养殖业，促进当地科学技术进步与

经济社会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培训学员的日常管理，深入了解镇雄县特色产业

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提高我校在镇雄县精准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5月 4日，学校社会服务办公室组织镇雄县 20 名参训学员召开

了专题座谈会，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了解他们所在乡镇、企业

的产业发展情况和急需解决的困难以及来到学校生活、学习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勉励他们多学知识，多向农大的专家教授请教咨询。学员

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培训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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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通俗易懂，老师讲解深入浅出，培训内容紧密结合农业生产实际，

提高了他们科学种植养殖水平，提升了他们发展产业的内生动力；学

校在学习、生活上的安排周到体贴，让他们感觉如同在“家”一般的

温暖；期间还认识了多位专家和一大批来自“三区”县的同行，收获

很大，为他们在今后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技术和项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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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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