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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切实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
伍建设，筛选具有外出务工阅历和一定
文化程度的能人作为“田专家”“土秀
才”进行专项培养。通过实施农村优秀
人才回引计划，重点从致富带头人、外
出经商和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
军人、农村实用人才、退休干部职工、县
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择优
选择回引，着力解决乡村振兴人才缺乏
等问题。

“大力培育开发本土人才，目前已
实施‘人才点亮’和‘银发人才库’建设
两个工程，取得了良好成效。”面对“人
才荒”，元江县把目光聚焦到元江籍大
学生和退休干部身上，采取座谈会、日
常跟踪联系等方式，积极引导元江籍大
学生回乡工作创业；全面摸排全县离退
休返乡居住老干部，将有意愿、有特长、
有能力的老干部组织动员起来发挥余
热，目前，张有华、李存仁等一批退休老
干部活跃在当地产业发展、乡村文化建
设等工作一线，形成了元江人才开发的
一张“名片”。

玉溪着重培育选拔一批身上有本
事、手中有绝活的农民加强技能培训和
示范，增强乡土人才创新创造创业能
力，发挥其在技艺传承、产业发展等方
面的带动作用。花腰傣土陶的“守护人”
刀正富、云南民族民间刺绣高手刀向
梅、千年青铜工艺传承人陆培兴、云南
月季鲜切花领军人物段金辉、“云南省
首席技师”普绩等，一个个在乡土间成
长起来的专业人才，成为传承精湛技
艺、带动百姓致富、引领产业发展的“乡
贤能人”。

“聚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统
筹衔接，必须把人才工作放在突出位
置。”元江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峰
介绍说，通过开展“元江县拔尖乡土
人才”等三类人才培养评选工作，目
前评选出“拔尖乡土人才”“文化名
人”“专业技术学科带头人”“三类”人
才 44名。

2014年，玉溪市与全国同步开启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5年来，全市共投
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资金 2148万

元，培训 9083 人。其中，生产经营型
4793人、专业技能型2451人、专业服务
型1839人。

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全市涌现
出一大批创业创新先进典型，他们有的
成为群众致富带头人，有的成为产业领
军人，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路上大
显身手。

2018年度“全国百名杰出新型职
业农民”、通海云秀玫瑰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段金辉，通过“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吸纳 200
多户社员，辐射带动 2260户种植玫瑰
增收致富。

2013年，全市有农业企业 438个，
其中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19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545个，家庭农场288个。2019
年，全市有农业企业498个，增加60个，
增长 13.70%，其中市级以上农业龙头
企业 177个，增加 58个，增长 48.74%；
农民专业合作社957个，增加412个，增
长 75.60%；家庭农场 1137个，增加 849
个，增长294.79%。

本报讯（通讯员 邢定生 记者 贾
云巍）在第六个全国放鱼日来临之
际，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在抚仙湖
畔举行土著鱼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启
动仪式，向湖中投放土著鱼苗约 25
万尾。自 2007年以来，玉溪市已持续
14年在抚仙湖实施人工增殖放流活
动，其成果已逐渐显现，2019年抚仙
湖抗浪鱼产量达到 12吨。

据介绍，今年的人工增殖放流活
动将投放抗浪鱼 40万尾、抚仙金线鲃
5万尾、云南光唇鱼 5万尾，其中云南
光唇鱼系首次放流抚仙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抗浪鱼为
抚仙湖主要经济鱼类，年产量 300吨
左右。然而，由于抚仙湖水生生态环
境的改变和过度捕捞等原因，到 1998
年，抚仙湖抗浪鱼年产量已不足 0.2
吨，陷入了濒临灭绝的境地。

为挽救抗浪鱼，1998 年，玉溪市
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合作，开展

抚仙湖抗浪鱼人工增殖技术和种群
恢复研究，通过 3年攻关，在沿湖渔民
眼中“见天就死”的抗浪鱼，终于能在
池塘传宗接代，为人工增殖放流奠定
了基础。

据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资源管
理科负责人业永春介绍，自 2007 年
以来，玉溪市为抗浪鱼划定种质资
源保护区，持续开展人工增殖放流
活动，并加大护水护鱼综合行政执
法力度，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抗浪鱼渔汛得以重返，“车水捕鱼”

“香把捕鱼”景观得以重现。
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对抚仙

湖抗浪鱼增殖放流绩效的调查研究
表明，经过连续多年的人工增殖放
流，抚仙湖抗浪鱼种群数量得到了
初步恢复，已在抚仙湖水体中形成
了小规模的自然繁殖群体；人工增
殖放流活动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合春 记者 党
晓培）以洋芋、青花、甘蓝为主的蔬
菜种植 13900亩；以黄精、重楼、露水
草、龙胆草为主的中药材种植 12800
亩；养殖蜜蜂 14000群；对 2万亩核桃
低产林实施改造……近年来，新平彝
族傣族自治县建兴乡积极培育壮大
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培育产业，跟随
市场调整产业，初步形成了以万亩
蔬菜、万亩药材、万亩核桃、万群蜜
蜂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特色产业

“百花齐放”，走出了一条产业发展、
生态改善和惠农增收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

建兴乡地处哀牢山主峰中段东
麓，属高寒冷凉山区，年均日照时间
长，适宜发展蔬菜、药材等特色产
业。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建兴乡确
立了“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
业小树快长大”的发展思路，制定扶
持政策，引进龙头企业，以“公司+基
地+农户”的模式推进脱贫攻坚。

“今年计划种植露水草 800 亩，
仅露水草一项就可实现人均增收
5000元。”建兴乡帽盒村党总支书记
刘贵福说，2015年前，村里以种植包
谷、苦荞、洋芋为主，人均纯收入仅
1700多元。自种植中药材后，农民增
收明显，2019 年人均纯收入 9000 多
元，露水草种植成为村里转型最快、
最成功的产业。

在玉溪盛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102亩的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
在采摘香菇，清洗香菇棒。公司总经
理娄根基说：“公司目前已试种猴头

菇、竹荪、羊肚菌、天麻、灵芝等 26个
品种的食用菌，打造了‘盛运康’品
牌，以‘公司+基地+合作社’的模式，
为农户提供优质种苗、开展技术服
务，带动农户脱贫增收。”自 2012 年
该公司在建兴乡落地生根后，公司
已建成菌种繁育中心和工程技术研
发中心，建成了 102亩的香菇示范基
地，每天用工 35人，还有村民常年在
此打工。

在建兴乡盘龙村洋坪小组，玉溪
桂瑞斯花卉园艺有限公司种植的
2000 亩大马士革玫瑰长势良好，已
进入采收尾期。“公司是玉溪市就业
扶贫车间，洋坪小组 19 户农户常年
在基地打工，有力带动了当地农户
脱贫增收。”公司董事长陆传金介
绍，12年来深耕乡村，建成大马士革
玫瑰研发基地，公司已发展成为一
家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农业观
光旅游为一体的农业综合型企业。

近年来，建兴乡依托产业扶贫项
目，种植马铃薯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
亩补助 130元，一般农户每亩补助 87
元；种植露水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
亩补助 110元，一般农户补助 73元；
核桃低产林改造 2 万亩，每亩补助
100元；养殖蜜蜂每群补助 130元。产
业扶贫项目共惠及农户 2158户，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 728户 2896人。统计
显示，四个产业为群众增收 6565 万
元。2018 年，建兴乡 762 户 2808 人建
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脱贫，2019年全
乡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38元，同比增长 12%。

近年来，通海县四街镇者湾村六
组——布家冲中村在“头雁”的引领下，村
民齐心协力，实现美丽蝶变。乡村振兴蹄
疾步稳，一幅美丽宜居的画卷尽收眼底。

布家冲中村是一个 60户 160多人
的小村庄，曾经是个环境卫生脏乱差、
村庄经济发展不起来的“落后村”，由于
缺水，加之农田高低不平，靠种庄稼谋
生的村民们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以前村
里只有一条断头路，土路、土巷道，混凝
土房也没有几幢。

“从 2015年上任时起，我就想方设
法改变村庄脏乱差的问题。”者湾村六
组组长杨正东说。在村外办企业经商的
杨正东担任组长后，与分支书记杨正福
密切配合，引导党员率先对房前屋后进
行整治，并以争取项目资金为抓手和突
破口，带领村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村前占地10.05亩、超过20000立方
米的蓄水池原来是村民的秧田，2016
年，在争取到国土整治项目后，组干部
和党员们率先将项目建设涉及的秧田
捐了出来。在他们的带领下，村民们也
无偿将家里的秧田提供出来，用于建设
蓄水池，每户让出的农田面积从 0.1亩
到0.7亩不等。蓄水池建好后，村民的农
业生产用水有了保障，土地整理项目实

施完成后昔日高低不平的农田变得平
坦了，田间道路也四通八达，村民开始
种植蔬菜、鲜食玉米等经济作物，收入
大幅提升，日子越过越红火，全村 90%
以上的家庭都建盖了新房。

围绕蓄水池，村里还实施了绿化美
化、景观打造和道路建设，建盖了健身
广场、文化长廊、文化活动中心、公厕等

公共基础设施……村民享受到了建设
美丽家园带来的红利。

在布家冲中村，持续向好的除了生
产生活环境，还有村民的凝聚力和朴实
的民风。“蓄水池里的鱼随便拿个网兜
都能捞起，但全村没有一个人去捕捞。
活动中心建成后，厨房缺少桌椅，每家
每人捐出 100元钱买桌椅，用于满足群

众需求。”村民杨正明说。
杨正有是村里的保洁员，在日常工

作中，他真切感受到了村民环保意识的
提升。他说，村庄内没有乱丢的垃圾和乱
堆乱放的杂物，他清扫保洁的时间比以
前减少了。更让他高兴的是，美丽的村庄
也吸引了周边村民前来休闲娱乐。
本报记者贾云巍通讯员师云波文/图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5年来共投入2148万

元，培训9083人

【农业企业】
2019年，全市有农业企

业49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957个、家庭农场1137个

人才“活水”浇灌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贾云巍党晓培文/图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近

年来，玉溪市在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巩固提升、促乡村振兴行动

中，始终把人力资源开发放在重

要位置，倾力打造一支汇聚智慧

力量的人才队伍，推动乡村振兴

走深走实。

选派驻乡工作队伍 党政人才向一线集聚

“厅级领导挂钩联系 2个村、县处
级领导挂钩联系 1个村、科级领导干部
挂包村（居）民小组，实现全市所辖村
（社区）、村（居）民小组全覆盖。”近年
来，玉溪市充分发挥全市各级领导干部

“头雁”作用，把“办公室”搬到乡村振兴
一线，让思路对策生发在一线，将工作
成效体现在一线。

玉溪市在全面落实“千名领导挂千
村、万名干部抓振兴”责任制的基础上，向
全市乡镇（街道）派驻乡村振兴工作队，再

次吹响领导干部“上山下乡”的号角。
2020年 3月，全市 502名政治素质

好、事业心责任感强的干部共同奔赴农
村一线，为乡村振兴增力添智。按照 1
名市直单位干部、2名县（市、区）干部和
整合N名乡（镇、街道）力量的“1+2+N”
模式和每个乡（镇、街道）选派不少于 7
名的要求，玉溪市向全市 70个涉农乡
（镇、街道）选派乡村振兴工作队。玉溪
市强调，各工作队长、队员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找准角色定位，担当作为、履

职尽责，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
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不负韶华、
不辱使命。在县市区党委、政府的领导
下，依靠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协助重
点做好“十抓十好”工作。

玉溪市切实加强对工作队的日常管
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完善考核监督办
法，强化服务保障，配套出台了《玉溪市
乡村振兴工作队选派管理办法（试行）》，
确保工作队更好发挥作用，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决策部署在农村基层落地见效。

专家人才深度融合 夯筑乡村振兴人才高地

“结合自身专长和资源，我们初步
打算，一是为光伏发电提水项目提供技
术支持，实现手机App智能提水、分水
操控；二是帮助培养电子商务人才，尽
快建立贾姑村电子商务服务站，让食用
玫瑰花等当地农产品更好销出去；三是
对村民开展电焊、机械维修、电子商务
等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日前，专
家胡向东、夏春飞为帮扶的易门县贾姑
村安装 20盏路灯，并分别对 81名村民
开展为期 6天至 7天的电商、计算机系
统培训，指导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学习
技术、提升技能，为帮扶村储备技术型
人才。

2019年 10月，根据全市乡村经济
社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规划，玉溪
市启动了“百名专家扶百村”行动，安
排 100名市委联系专家结对帮扶 100
个行政村，破解发展难题，助推乡村振

兴。专家们在各自联系帮扶的村子深
入了解村情民情，交流探讨产业发展、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可行思路，为当地
乡村振兴提出“金点子”、送来“心意
包”，集中力量破解一批制约帮扶村发
展的关键技术问题，转化一批应用前
景良好的科技成果，培育一批技术推
广和转化示范区、示范点，培养和培训
一批农村实用技能人才，有效推动脱
贫攻坚巩固提升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有机衔接。

罗林勇专家帮助峨山彝族自治县
建设一线规划人才队伍和创新团队，数
次前往帮扶村开展村庄规划设计。杨进
成、安正云、张丽琼、舒文照等专家分别

“组团携手”前往帮扶村，以“专家小团
队”的方式横向互通资源，“互通有无”
开展帮扶工作。黄永臣专家帮助对接企
业在帮扶村开展除虫菊种植收购合作，

实现除虫菊干花产值 50.4万元，带动
140多户花农种植除虫菊，户均增收
3600元。

“将在技术和资金层面大力支持相
关产业发展，打造出产业发展新的增长
点，打造出精准帮扶的新亮点。”黄镇专
家在帮扶调研中表示，将发挥自身优
势，通过引进项目资金、提供信息技术、
指导产业发展、引导乡村治理、培训乡
村人才等方式，培育一批技术推广和转
化示范点，培养和培训一批农村实用技
能人才，助推乡村振兴。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发挥
好“百名专家扶百村”效应，运用好 13
名市委联系专家服务元江的信息技术、
产业、市场、人脉等资源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的撬动作用，广泛开展种植养殖、
农产品加工和劳务技能等培训，加大人
才支持力度。

注重本土人才培育 提供乡村振兴动力引擎

通海县布家冲中村

昔日脏乱差 如今美如画

建兴乡特色产业“百花齐放”

抚仙湖14年增殖放流成效显著

抗浪鱼种群恢复产量增长

近年来，红塔区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农业龙头企业、种植大户和部分农民纷
纷投资建设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设施，大大节约了农业用水，降低了用水成本。
截至目前，全区的节水灌溉面积约8万亩。图为红塔区春和街道黑村社区使用喷
灌设施浇灌小香葱。

通讯员 陈佳 本报记者 贾云巍 文/图

红塔区节水灌溉面积达8万亩

【千名领导挂千村】

全市502 名干部奔赴

农村一线，共向70 个涉农

乡（镇、街道）选派乡村振兴

工作队

[百名专家扶百村]

安排100名市委联系专

家结对帮扶100个行政村

本报美编郭金龙制图

视点 资讯

开展调研帮扶开展调研帮扶 指导烤烟生产指导烤烟生产

文化长廊文化长廊干净美丽的村貌干净美丽的村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