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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焦点

先后有 18批次 400余人次深
入挂包地全覆盖遍访、调研，制定
帮扶措施、落实帮扶责任；通过基
础设施促脱贫、产业发展带脱贫、
教育帮扶助脱贫，学校在当地推动
肉牛养殖、苦参种植、蜜蜂养殖等
25个精准帮扶项目，直接投入帮扶
资金 384万元；学校发挥人才智力
优势，组织旅游规划、设计等 200
余名专家深入调研，形成调研报告
20余份；为马关县培训干部 1000
余人次……

自云南财经大学挂包帮扶以
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东
北部的坡脚镇马额村迎来了巨大
变化。近年来，学校领导带头抓脱
贫、精准施策保脱贫、发挥优势助脱
贫，举全校之力推进扶贫工作扎实
深入开展。眼下，放眼望去，家家户
户砌起了两层楼房，乡间道路由窄
变宽，灌溉沟渠从无到有，白蓝相间
的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扶贫旅游
村热闹起来了，云岭牛“牛”起来了，
马额村的夜亮起来了，广场舞跳起
来了，乡亲们种下了苦参苗，过上了
甜日子……截至2019年底，云南财
经大学挂包建档立卡贫困户 229

户，已完成脱贫出列226户。
针对脱贫攻坚面临的困境，学

校党委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驻村
扶贫工作队临时党支部，研究制定
了驻村扶贫工作队工作目标及任
务，明确了工作和纪律要求。对选
派的 10名驻村队员所在单位严格
要求，做到岗位保留、工作脱钩，并
每年划拨工作经费 20万元。在临
时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党员迅速
调整心态，沉下心、俯下身，撸起袖
子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大家实
地调研，入户走访，花了近3个月时
间详细了解马额村的实际情况。情
况了解后，根据马额村实际情况制
定帮扶计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 37.3万元帮助马额村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使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切实改善；投入特困农户住房
改善资金19.4万元；协调资金22.3
万元，修建灌溉沟渠3.1公里，协调
资金 60万元，修建村落道路 1.2公
里；投入 31.6万元，安装太阳能路
灯 80盏。一个个项目的落地落实，
为马额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考虑到当地具备养殖肉牛的基
本条件，学校决定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进行扶持，采用“合作社＋农户”
模式开展肉牛养殖。从指导养殖户
与合作社签订合同开始，确定各自
的义务、责任和权利。根据与养殖户
签订的合同，合作社以低于当地市
场价格的条件销售能繁母牛给农
户，按市场价格收购小牛。学校累计
投入资金101.5万元，帮助90户贫困户
购买能繁母牛90头，协调资金40余万
元，帮助20户贫困户购买20头云岭
牛。同时，扶持农户发展以苦参为主
的中草药、蜜蜂养殖等产业发展。

“治贫先治愚”。工作队在马额
小学开设了“四点钟学堂”，周一至
周五，每天下午四点，发挥驻村工
作队队员有海外留学、英语教育、
计算机专业的背景优势，开设特色
课程，协助当地教师完成对学生的
作业辅导，为学生带去新的思想和
理念，给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适龄儿
童及贫困学生、留守儿童提供亲情
陪护、物质帮助等，激发学生勤奋学
习的主动性。

学校党委组织部被评为云南
省2019年“扶贫先进集体”，受到了
省委、省政府的表彰。

本报记者陈鑫龙

近日，“飞博尔杯”
2020 年云南省职业院校
珠宝玉石鉴定技能大赛、
玉雕手工加工技能大赛在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举
行。来自昆明冶金高等专
科学校、云南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等 6所高职院校的
14个代表队同台竞技。大
赛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三个奖项。

本报记者陈怡希摄

本报讯（记者陈云芬）中国
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
园艺部研究人员通过对标本鉴定
和查阅大量模式标本以及相关文
献资料，最终确认所发现的1种斑
果藤属植物为斑果藤属新种并命
名为“多毛斑果藤”。

斑果藤属为亚洲特有属，含
有9种和1亚种。目前我国共分布
有3种，分别为斑果藤、锥序斑果
藤、闭脉斑果藤，并在云南均有分
布。2019年3月，西双版纳植物园
园林园艺部的申健勇、王文广、马
兴达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
县关累镇开展“西双版纳地区本
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目标植
物调查工作时，发现1种斑果藤属
植物，采集到开花植株的标本，并
拍摄照片。通过对标本鉴定和查
阅大量模式标本以及相关文献资
料，最终确认为斑果藤属一新种。
根据该物种的叶、花部具有多毛
的特征，命名为多毛斑果藤。相关
成果已在线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Taiwania》上。

据介绍，根据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的濒危等级评估标准，研究
人员评估该新种濒危等级为极
危。目前，多毛斑果藤在野外仅发
现15株，且分布地点不在保护区
内，周边都有较为严重的砍伐迹
象。今后园林园艺部将采取有效
的保护措施，避免因人为的干扰
而使该物种在当地灭绝。

云师大附中毕业的肖宇是首
批招收的 80名养成生之一。“我从
小就对和宇宙、天空有关的东西感
兴趣。”肖宇说，高考前昆明理工大
学到学校招飞，从初检、复检再到
高考，他一路过关斩将，通过层层
选拔最终被录取到心仪的飞行技
术专业。

经过半年的学习生活，肖宇坦
言自己对飞行员这个职业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原来只看见了飞
行员光鲜的一面，开始专业学习后
才明白一名合格的飞行员需要扎
实的理论基础、过硬的飞行技术、
强健的体魄及强大的心理素质，而
这背后便是日复一日的辛苦付出
和积累。”

“由于专业的特殊性，飞行技
术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学习周
期更长，要求更加严格。”赵耕告诉

记者，学院对飞行技术专业实施准
军事化管理，严格执行积分制，记
录和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点滴。
并有专职教员与学生同吃、同住、
同训练，最大程度规范学生思想
和行为。

据悉，我国飞行员的职业进程
分为初级副驾驶、副驾驶、左座副驾
驶、机长和机长教员5个阶段。未来
20年，中国飞行员人才缺口在 4万

人左右，民航飞行技术专业将成为
最紧缺的专业之一。目前，昆明理
工大学民航与航空学院 2020年飞
行技术专业招飞工作已启动，专
业计划面向云南、广西、湖南、湖
北、贵州等省区招收 120名飞行学
员，其中 100名为中国东方航空有
限公司、昆明航空有限公司和瑞
丽航空有限公司等单位定向培养
的养成生。

本报讯（记者 施铭）近日，云
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成功完成我省
首例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标志着该
院心律失常诊治水平迈入国际领
先水平。

据省一院心内科范洁教授介
绍，患者为 50岁男性，3个月前出
现无明显诱因的心悸、头昏。动态
心电图提示：二度Ⅱ型房室传导阻
滞，心脏彩超正常，符合起搏器植
入适应征。但该患者职业为大货车
司机，若采取传统方法植入起搏
器，植入侧手臂将不能大幅度运
动、用力。

范洁教授团队经过术前缜密
诊疗方案分析，并同患者和家属进
行了充分沟通后，选择了无导线起
搏器进行植入。该起搏器无需植入
心内膜导线，也无需在胸前皮下制
作囊袋放置脉冲发生器（起搏器），

减少了创伤与感染风险。而且无导
线起搏器直接植入在心腔内，无伤
疤、无切口，患者在植入后几乎感
觉不到起搏器的存在，大大改善了
患者的生存质量。

无导线起搏器的手术在局部
麻醉下进行，通过股静脉穿刺，将
起搏器通过导管植入到心腔内部，
手术时间仅有 30分钟，患者术后
反应良好。和传统起搏器不同，无
导线、无囊袋设计的新型起搏器，
可以大大减少并发症发生的风险。
相较于传统起搏器，体积减小了
93%，仅有维生素胶囊大小，重量
仅约 2克，寿命超过 12年。超强的
电池续航能力，可为心脏提供持续
稳定的动能。此外，无导线起搏器
的整个手术过程时间短，植入成功
率高，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也相对
传统手术方式更加良好。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近日，
记者从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获悉，该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应用
进口 PEEK（聚醚醚酮）材料成功
实施了我省首例颅骨修补术。患儿
术后恢复情况良好。

李强（化名）去年6月21日不慎
从2米高的地方跌落，头部撞击砖墙
后立即出现昏迷，伴有四肢抽搐等症
状，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第一人
民医院等医院进行了左侧额顶颞叶
硬膜下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手术。
病情好转后，于7月22日转入昆医大
附二院神经外科进行康复治疗。

“由于李强手术去掉一部分头
骨导致颅骨缺损，缺损面积达 15
厘米乘17厘米。没有颅骨的保护，

头皮下就是脑组织，如果不小心被
硬物碰撞一下，脑组织就可能受
伤，后果不堪设想。”昆医大附二院
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高永军说，根
据患者病情，和家属商议后，医院
使用目前最先进的进口 PEEK材
料修复颅骨。该材料目前已经纳入
医保，可为患者减免费用。

“与传统修补术相比，PEEK材
料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颅骨仿生
材料，能更精确地恢复患者解剖外
形，有更出色的硬度、稳定性、高生
物相容性，对于CT、MR等检查影响
极小，手术方式与传统的钛网修补
术相比更为复杂和精确。”高永军表
示，手术非常顺利，术中PEEK颅骨
材料完美嵌入，紧密贴合。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近日，
记者从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获悉，
该院肝胆胰外科团队日前通过计
划性肝切除术，成功治愈一名复杂
肝包虫病患者。据悉，该手术在云
南省尚属首例，目前患者刘云（化
名）病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48岁的刘云来自禄丰县，此
前，她出现发热伴腹痛等症状，随
后辗转多家医院进行治疗依然无
法遏制病情恶化。入住云南省第三
人民医院，经计划性肝切除治疗
后，病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2个

月后，专家团队为患者实施了第二
次肝切除术，顺利切除右肝。截至
目前，刘云术后恢复良好，基本达
到痊愈，正在进一步接受抗虫综合
治疗。

据了解，肝包虫病是一种严重
的人畜共患疾病，在西北地区比较
常见，发病率接近 10%。不注意卫
生、生菜板和熟菜板共用、生食等
习惯，很容易把动物体内的虫卵带
进人体内，再经过肠道的吸收，虫
卵在肝脏上积聚，于体内扩散，最
终形成肝包虫病。

本报讯（记者 季征）近日，中
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赖仞研
究员带领的团队在识别大量抗菌
肽的基础上，设计改造出抗菌肽
ZY4，对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和绿脓
杆菌显示高效快速的杀菌活性。

近年来由于广谱抗生素、抗菌
药物的大量使用或滥用，使得各种
耐药性细菌或真菌大量涌现。2017
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迫切需
要新型抗生素的细菌清单，耐药鲍
曼不动杆菌和绿脓杆菌位列该清
单的前两位。抗菌肽是一类具有抗
菌活性的多肽类小分子，因其杀菌
快速且很难导致微生物耐药受到
全世界的关注，可用于新型抗菌候
选药物分子的研发。

研究团队在识别了超过 1000

个抗菌肽的基础上，进行了抗菌肽
结构功能改造，设计出具有强抗菌
活性、高稳定性和低毒性的抗菌肽
ZY4，其对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和绿
脓杆菌显示高效快速的杀菌活性，
同时对这两种细菌的生物膜及滞
留菌也有显著的清除作用，综合抗
菌效果明显优于妥布霉素、左氧氟
沙星、卡那霉素及头孢替坦等传统
抗生素。动物实验表明ZY4可以显
著抑制鲍曼不动杆菌和绿脓杆菌
在体内的扩散及绿脓杆菌引起的
肺部感染和炎症。该研究成果为应
对当前越来越严重的耐药性鲍曼
不动杆菌和绿脓杆菌的传播及感
染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候选药物分
子，也为设计高效低毒的抗菌肽提
供了参考新策略。

本报讯（记者 季征）近日，热
带作物种质资源与基因组学云南
省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高立志教
授带领的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和华南农业大学基因组学与生物
信息学研究中心联合研究团队，在
国际上首次获得了达到染色体级
别的高质量巴西橡胶树优良品种
GT1的参考基因组序列。

橡胶树是大戟科植物，其产生
的以聚异戊二烯为主要功能成分
的天然胶乳约占全球天然橡胶的
98%以上，相较造成巨大环境污
染的人工合成橡胶产业，天然橡
胶因其良好的弹性、伸展性、耐老
化等综合理化性能而具有不可替
代性。自本世纪初，云南的橡胶树
种植总面积、总产量和单位面积

产量均居中国首位，云南已成为
我国面积最大、种植最好的天然
橡胶生产基地。

研究团队与国内外相关单位
合作，历时 6年，在完成了二代基
因组测序与组装的基础上，进一步
克服了橡胶树基因组庞大、高杂合
与高重复等困难，利用前沿技术，
获得了达到染色体级别的高质量
巴西橡胶树优良品种GT1的参考
基因组序列，并进一步揭示大戟植
物基因组的染色体进化、胶乳生物
合成与橡胶树的驯化。该研究获得
的基因组图谱与以往发表的基因
组草图比较，在组装准确性与完整
性上都得到了极大提升。相关研究
成果对我国未来橡胶优异种质资
源的保护、发掘与育种利用具有重
要意义。

打造一流飞行专业
本报记者陈怡希文/图

临近期末，昆明理工大学民
航与航空学院飞行技术专业的肖
宇和他的同学们，仍然坚持每天
6∶30准时在宿舍楼下集合，一刻
不懈怠地进行着日常的体能训练。
他们是学校飞行技术专业首批招
收的80名养成生。

为支撑我省民航强省建设，主
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建设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2016
年6月，昆明理工大学组建成立民
航与航空学院，飞行技术专业于
2018年3月获得国家民航局和教
育部批准，成为我省高校首个飞行
技术专业。2019年9月，专业正式
面向社会招生。

多学科优势整合“2+2”培养模式

飞行技术专业为国家控制布
点专业，全国仅有22所高校具备飞
行技术专业办学资格，目前仅有19
所高校正常招生。昆明理工大学是
西南地区第二所、云南省首所具备
飞行技术专业办学资格的高校。昆
明理工大学民航与航空学院紧紧
围绕国家和云南省民航事业发展
对民用航空领域各专业人才的需
求，培养以飞行技术为特色的，涵
盖民航服务、机务维修、运行保障

等相关专业的本科层次人才。
学校积极整合校内优质资源，

支持航空类学科及专业建设，打造
多学科交叉平台。学院开设飞行技
术、交通运输（飞行运行管理方向）、
通信工程（电子系统与机载设备方
向）、物流工程（航空物流方向）、机
械工程（机务方向）、播音与主持艺
术（国际空乘方向）6个本科专业。
在民航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现有力
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管

理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等11
个与民航学科相关的一级学科博士
点，同时拥有国家级工程训练中心、
国家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
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超硬
材料先进制备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等 4个国家级平台，并拥有多种
与飞行技术专业相关的学科资料和
实习、实训、就业平台。

据民航与航空学院党委书记
赵耕介绍，飞行技术专业的学生采

取“2+2”培养模式，学生入学前与
各航空公司签订委培协议后，在校
两年左右将进行飞行领航学、飞机
飞行原理、仪表飞行与航图、心理
学等数十门理论基础课学习并进
行考试后。通过民航局 ICAO英语
考试和航理执照考试，再送往国内
外的飞行学校、训练基地进行航线
运输整体课程训练，最终获得民用
航空器驾驶资格后即可分配至相
关航空公司从事飞行工作。

提升软硬件投入 壮大民航人才队伍

走进民航与航空学院的教
学楼，航空通信导航试验室、波
音 737NG虚拟维护实训室、航空
发动机维修仿真实验室、飞行运
行管理及机场现场管理实训室、
通航飞行器模拟室等专业化实
验室一应俱全，满足学院民航专
业学生日常学习、模拟训练等需
求。同时学院还配备了航空煤油

活塞发动机、燃烧分析仪、航空
发动机瞬态油耗仪、PXI 高速数
据采集套件、旋转机械故障模拟
试验台、建模和求解软件工具、
声振分析与仿真软件等实验环
境或平台。

“一方面提高完善硬件环
境，另一方面着手打造更加优
质的师资队伍，为民航类专业

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师资保障。”
赵耕介绍，目前学院拥有教职
员工 43 人，一半以上拥有博士
学位或副高职称。同时，学院正
积极引进航空理论、民航英语
等专业教师，并分批外送教师
进修和培训。

此外，学院根据云贵高原高
海拔特征及复杂地理气候条件，

开展高原航空有关课题研究。结
合《民航科技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的主要任务要求以及域内东
航、瑞航、昆航、云南机场集团等
企业的实际需求，重点开展高原
民航飞机健康监测与智能维护、
高原地区民航安全工程、高原机
场高效运行保障等高原航空特色
研究。

专业素养要求高 职业前景不可限量

建好“思想库”当好“智囊团”
云南财经大学助力马关县脱贫攻坚

6所高职院校选手同台竞技珠宝玉石鉴定
勐腊发现斑果藤属
新种“多毛斑果藤”

我省完成首例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手术

我省完成首例PEEK材料颅骨修补术

云南首例复杂肝包虫病成功治愈

科教传真

联合研究团队6年攻关

获得首个染色体级别
橡胶树参考基因组图谱

昆明动物所抗菌肽研究取得新进展

卫生视点

花序与花朵特写花序与花朵特写

朝气蓬勃的学员朝气蓬勃的学员

学习操控学习操控

模拟训练模拟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