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怡希） 为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云南民族大学
已开设南亚东南亚 14个国家 15个语
种专业，成为西南地区唯一开设孟加
拉语、乌尔都语、尼泊尔语、僧伽罗语、
普什图语、泰米尔语、菲律宾语等专业
的院校。

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实施“3+
1”“三校学习经历”、跨校联合培养模
式，培养了一批南亚东南亚“语言+专
业”人才。自 2000年起，各语种专业本

科学生就读期间实施“3+1”本科人才
培养模式，即本科大三期间赴对象国
学习1年，其余3年在国内学习的培养
模式。国家公派留学人数在省内排名
第一。

对应国内高校专业招生的情
况，学校有计划地选拔优秀本科生，
在大学二年级上学期派往北京大
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广西民族大
学等国内高校交流学习 1个学期，大
学三年级再派往国外高校学习 1学

年，使学生在读期间具有 3所高校的
学习经历，共享国内著名高校的优
质教学资源。

在亚非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人才
培养方面，学校借助与北京大学外国
语学院签订的《教学科研合作协议》为
基础，以交换生的身份派优秀研究生
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 1学期，
在课程考试考核合格后，获得北大研
究生部和北大外国语学院颁发的课程
结业证书。

云南民族大学开设14个国家15个语种专业

近年来，腾冲市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三下乡”“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
周”等大型科普主题活动为契机，以科普教育基地、科普示范村（社区）、科普e
站、科普活动室、流动科技馆等为载体，推动科技科普资源向村（社区）、学校、企
业等聚集。图为科普志愿者开展科普宣传体验。

本报记者李建国通讯员鲁云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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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发挥云
南农业科技主力军和排头兵的作用，重
点实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队伍、
条件平台、党建及精神文明“五大工
程”，增实力、兴产业、强支撑，把成果写
在云岭大地上，为全省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
慧和力量。

科技创新：重研发提实力

“云粳 39号”具有优质、高产、稳
产、抗病等优点，是我省第一个高原粳
稻长粒香米超级稻品种；“云朝天椒
117”是我国第一个综合经济性状超越

“艳红”的三系配套单生朝天椒品种，产
量较我国进口主栽品种“艳红”增产
30%以上；小麦双单倍体育种新技术是
科技部“七大农作物育种”试点专项中
主要高效育种技术之一，其应用极大地
提高了育种效率；花卉精准配方施肥技
术的研发应用，每亩平均成本可降低
1600 元 左 右 ，A、B 级 花 比 例 提 高
14.7%……瞄准云南农业科技需求，云
南省农科院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工程，成
果层出不穷，科技实力大幅提升。

持续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省农科
院构建了结构优化的六大重点学科
群、十三大主要学科方向，形成与高原
特色现代农业相适应的特色优势学科
和技术支撑体系。“十三五”以来，全院
新增各类科技项目 1500余项，其中承
担国家科学基金项目 117项，居全国省

级农科院前 4位。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
果奖励79项，其中二等奖以上37项。新
品种审（认）定、登记 324个，获得专利、
新品种保护等授权 588个，制定并实施
标准 98项。自主选育的 95个品种和研
发的 60项技术入选云南省农业主导品
种和主推技术。

成果转化：兴产业惠民生

2020年，省农科院完成科技成
果示范及应用面积 3424.5 万亩，实
现经济效益 161.52 亿元，示范推广
新品种和新技术 102项，转化科技成果
171项……这一系列数据，是省农科院
深入实施成果转化工程，科技支撑能
力显著提升的印证。

坚持把论文写在云岭大地，把成果
留在广大农村，惠及广大农民，省农科
院“十三五”期间科技成果示范累计推
广 1.3亿亩，新增“三农”产值 387.92亿
元，培训基层农技人员及农民 44.61万
人次，转化科技成果 535项，完成转化
金额 6703.4万元，合作企业 906家，科
企合作经费 1.3亿元，开发新产品 130
项。依托院地合作、产业体系、“三区”服
务等项目，建设核心示范区、乡村振兴
示范点270个。

5年来，一大批新品种创造多项高
产纪录。例如，“云大麦 12号”创造了大
麦、青稞新的中国最高单产纪录，“云科
粳 1号”创造了我国常规粳稻亩产和百
亩连片平均产量两项新的高产纪录等。

此外，省农科院成立 23个产业服
务组，组织 550名科技人员为全省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的 88个贫困县提供技术
服务、科技培训、科技示范，较好地服务
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还发挥智力优
势，高质量建设农业智库，积极为省委、
省政府及州市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咨询
服务。

人才队伍：优结构激活力

2020年，我省著名玉米专家番兴明
研究员被授予云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
献奖，这是省农科院继 2000年蒋志农
研究员之后再次获得该奖项。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没有人才就
没有创新。省农科院深入实施人才队伍
建设工程，创新创业活力显著增强。围
绕“扩总量，调结构”的总体思路，该院
通过公开招聘、柔性引进等渠道，引进、
培养了一批硕士以上高学历人才，“十
三五”末全院专业技术人员 1349人，具
有高级专业职称资格 714人，博士、硕
士766人。

5年来，省农科院高层次人才培引
成效进一步显现。该院现有各类高层次
人才335人，其中国家级39人、省级296
人；入选国家农业农村部创新团队 3
个、省创新团队18个；引进高端人才14
人，新增院士（专家）工作站 9个，现有
院士（专家）工作站达 18个；建立专家
基层工作站 68个。32名专家担任国家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和综合

试验站站长，占全省国家岗位科学家总
数的75%；55名专家担任省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和岗位专家，首席科
学家占全省总数的70%。完成76个院级
创新团队设置及首席的推荐遴选，打造
了一批优势互补、竞争有力的科技创新
团队。

条件平台：固基础促发展

2020年 11月 1日，云南国家高原
野生稻种质资源圃在勐海县开工建
设。项目核心部分勐海保存圃占地
500 亩，建成后将具备野生稻保存能
力 5000 份，年鉴定及分发能力 500
份。此外，“十三五”期间，省农科院院
属嵩明基地、茶叶所国家种质资源大
叶茶树资源圃入选国家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展示基地……

通过深入实施条件平台建设工程，
省农科院科研条件显著改善。该院下大
力气推进全院科研基础实施建设，
3万平方米的院科研实验大楼、9600平
方米的嵩明基地综合配套实验和 3600
平方米的挂藏室以及 8000平方米的茶
叶所科研实验楼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
全院纳入固定资产账户的科研用房面
积达18.41万平方米。

省农科院还着力加强科研基地建
设，目前，云南国家高原野生稻种质资
源圃等 12个种质资源圃（库）被确定为
我省第一批省级种质资源圃（库），国
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云南
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热带作物、大
麻、烟草作物科学观测试验站、小麦、
马铃薯、蔬菜作物品种改良分中心等
大批项目建成运转，有效增强了科技
创新保障能力。

文化建设：聚能量展形象

5年来，省农科院深入实施党建及
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农科形象有力彰
显。党建带群建成效明显，凝练院歌、
院旗、院训，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狠抓农科文化建设、法治建设、
历史文化挖掘等工作，营造良好的农
科人文环境，凝聚强大精神动力；大力
弘扬“跨越发展、争创一流；比学赶超、
奋勇争先”精神，获“全国模范职工之
家”“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五一巾帼
标兵岗”等多项表彰。2020年 11月 20
日省农科院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
明单位称号。

“学科结构调整尚有差距，国际国
内一流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培育滞
后；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发挥不足，
不能满足乡村振兴、现代产业培育与转
型升级对科技的新需求。”理性剖析发
展优势劣势，正确认识发展机遇挑战。

“十四五”期间，省农科院将锚定目标，
接续发力，进一步强化“五大工程”建
设，增强发展动力和能力，全面开创科
技支撑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您好，这里是丽江市 120调度指
挥中心。”在副护士长杨菊秋接起电话
的同时，她面前的屏幕上跳出了电话另
一头病人的既往病史。

“只要病人在‘互联急救’公众号上
注册登录过，接到急救的第一时间我们
这边就会弹出既往病史，第一时间掌握
病人情况，对于急救工作是十分有利
的。”杨菊秋介绍，“我们这边可以随时
监控急救车辆情况，也能实时掌握病人
情况，必要时还可以远程指导急救。”

目前，由丽江市急救中心和急救分
中心、急救站、急救点组成的丽江市医
疗急救体系初步建成，市急救中心设有
120调度中心、120调度指挥平台，所有
救护车均安装了GPS定位系统，派车后
能实现全程跟踪定位。救护车内载有网
络心电图机、监护仪等设备，在心内科、
急诊科和 120调度室可进行全程跟踪
观察。整个流程可实现1分钟调度，3分
钟出车，城区内可确保救护车 15分钟
内到达施救。

智慧医疗系统对于基层医院心电
图诊断工作更是助力不少。“心电图诊
断对医生及医疗水平的要求是很高的，
很多乡镇没有能力开展这项工作，这给
患者看病带来了诸多不便。”丽江市人

民医院副院长陈宗宁介绍，“现在通过
网络心电系统，乡镇医院可以实时将病
人心电图及资料传到我们医院相关医生
的电脑上，我们即刻进行诊断并反馈到
乡镇，这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基层服务水
平，也为病人减免了不必要的麻烦。”目
前丽江市人民医院每天收取并诊断基
层发送的心电图报告200多份，“网络心
电系统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偏
远乡镇病人无法在所在地得到救治，就
医途中出现病情延误、误诊的情况。”市
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的李雪燕医师表示。

此外，丽江市人民医院正全面开展
“云诊室”系列工作，届时，患者只需下
载终端，便可实现简单病情在线诊断。

“患者只需进行简单的诊疗却要提前挂
号并排队一上午的情况在‘云诊室’上
线后将会得到很大改善。”陈宗宁说，

“慢性病患者需要时常进行血压监测、
听心脏、听肺等诊疗，‘云诊室’投入使
用后，他们在附近的社区医院进行简单
的诊疗后，可在‘云诊室’向我们告知情
况，我们再给出诊疗意见。”同时，“云诊
室”可以实现智能导诊、查询体检报告
以及分时段预约等功能，全面投入使用
后，医院人员密集，病情易感染情况也
将得到很大改善。 本报记者何嵘

本报讯（记者 陈鑫龙）近日，云南
省慈善总会、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心内科二病区的医护人员们看望了
12名获得“心动云南”先心病免费救治
项目的先心病患儿，并为他们精心准备
了礼物。

为了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先心病患
儿得到及时治疗，2016年，云南省慈善
总会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
作开展了“心动云南贫困先心病儿童救
治救助项目”（下称“心动云南”项目）。

“心动云南”项目先心病筛查负责人、昆
医大附一院心内科二病区喻卓教授介
绍，该项目成立以来，主要救治 0岁至
18岁的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病种包
括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
未闭、肺动脉瓣狭窄、冠状动脉瘘等。截

至目前，项目已经免费筛查约15.8万余
人次，手术救助894名先心病患儿。“我
们计划在今年 7月 1日以前争取完成
1000名先心病儿童的救治。”喻卓说，
云南地处高原，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
儿童先心病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成为儿童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因素，也是
导致患病儿童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对
儿童先心病进行早期筛查，将患有先心
病的儿童及早筛查出来，及时采取必要
的干预和诊治，有利于儿童健康，有助
于降低儿童死亡率，提高全省期望寿命
和人口素质。

据了解，“心动云南”先心病慈善救
治项目申请批复周期短，根据患者病种、
贫困程度进行按需补助，再结合医保报
销，很大程度减轻了患者家庭负担。

894名先心病患儿获“心动云南”项目救助

牟定县人民医院在上海仁济医院的对口帮扶下，于2018年3月与上海白玉兰
远程会诊中心开通了远程会诊，系统覆盖所有临床科室，不收取患者远程会诊费
用，同时可进行远程教育学习。图为牟定县人民医院医生、患者与上海专家进行远
程会诊。

本报记者秦明豫摄

牟定：上海专家远程会诊

云南大学“汉语桥”
在线交流营开营

本报讯（记者陈怡希）近日，由教
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云
南大学承办的2021年“汉语桥”在线交
流营在云南大学开营。

本次交流营主题为“丝路汉语，云
游中国”，旨在探索深化云南大学与

“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文交往新模式。
来自孟加拉国、缅甸、伊朗、越南、马来
西亚、泰国、斯里兰卡、也门、马尔代夫
等 26个国家的 400余名学员报名参
加，接下来将通过线上方式开展丰富
多彩的学习交流活动。

近年来，云南大学不断深化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合作与人文
交流，成功举办了“汉语桥”丝路同行
汉语夏令营、“汉语桥”世界中学生比
赛观摩营和冠军营、“汉语桥”英国中
文培优夏令营，连续举办三届孟加拉
国青少年访华交流营等活动。

中职教师在昆学习
种茶制茶技术

本报讯（记者陈怡希）近日，全省
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培训项目
茶叶生产与加工培训班在云南农业大
学开班。来自全省 9个州（市）26个县
（市、区）的 29名中职教师在云南农业
大学进行为期21天的培训学习。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培训、实践考
察相结合的方式，以提高参训教师的
专业知识水平与实践动手能力。培训
内容涵盖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反
思、“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发展的思
考、面向二〇三五我们需要怎样高质
量的职教科研与管理、茶树栽培与管
理、茶叶主要化学成分与茶叶品质、科
技助力云茶产业发展、普洱茶与健康、
茶艺技能与创编、普洱茶发酵、茶品
鉴、茶树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多个专题。

本报讯（记者 赵元刚）当你的家
人或朋友突然晕倒，你知道如何进行心
肺复苏吗？日前，昆明市官渡区东郊路
社区和善润养老服务发展中心联合开
展老年人关爱服务项目“平安是幸、和
谐是福”居家安全系列讲座，推广急救
知识，把握“黄金4分钟”。

主题关爱服务讲座上，专业讲师从
如何判断一个倒地昏厥的人是否需要
心肺复苏到心肺复苏基本操作流程、黄
金抢救时间及按压注意事项等进行详
细讲解，请老人上台实操练习。讲师还

讲解示范了气道梗阻急救方法，让更多
社区居民抓住“黄金 4分钟”对他人进
行施救。

项目旨在通过“党建+社会组织+
社工+本地社区志愿者”的服务机制，
撬动社区本土特色资源，创造性地开展
基层党组织工作，切实回应社区老年人
需求，打造东郊路社区特色养老服务。
目前，项目已对社区200余名老年人开
展健康需求评估，搭建社区长者数据
库，并根据长者需求，每周六下午组织
志愿者对社区困境老人入户陪伴。

昆明东郊路社区

推广急救知识把握“黄金4分钟”

丽江：“互联网＋”开启智慧医疗时代

省农科院

新增科技项目1500余项

居全国省级农科院前4位

科技成果示范

推广1.3亿亩

培训基层农技人员及农民

44.61万人次

转化科技成果535项

开发新产品130项

现有各类高层次人才335人

入选国家创新团队3个、省创新团队18个

现有院士（专家）工作站18个、建立专家基层工作站68个

教育资讯

本报讯（记者 季征）近日，中国
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赖仞课题组联
合国外研究人员筛选到一个具有止痒
和镇痛活性的先导化合物，该化合物
选择性靶向TRPV3通道发挥止痒和镇
痛活性。

瘙痒是最为常见的皮肤疾病，瘙痒
患者的反复抓挠会导致痒因子的释放
和皮肤损伤的加剧。因瘙痒病因复杂，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肾功能衰竭、内分
泌和代谢改变等内部因素，以及湿度和
化学刺激等环境因素均能诱发瘙痒，开
发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特别困难。遗传

学和药理学研究表明TRPV3通道与皮
肤的多种生理和病理功能密切相关，是
介导瘙痒的重要靶点。

研究人员通过对功能化合物进行
活性跟踪和评价，发现了一种具有高选
择性和高活性的 TRPV3通道抑制剂。
通过进一步动物实验发现，该化合物能
够有效地缓解实验小鼠慢性瘙痒和急
性瘙痒，同时对于多种小鼠疼痛模型具
有显著的镇痛活性。该化合物化学结构
和止痒镇痛机理明确、安全性高，将为
多种顽固性瘙痒和疼痛疾病的治疗提
供新的思路。

科技传真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团队

发现具有止痒镇痛功能候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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