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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勾六零 见习记者 张婧怡）
6月 24日，云南省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座谈
会在龙山大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次会
议的召开，旨在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启
动我省柔性引才相关工作，吸引、聚集各类
优秀人才参与云南经济社会建设。

会议开始前，首先举行云南省柔性引进
高层次人才基地授牌仪式并进行人才交流合
作项目签约。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崔茂虎向大理州和保山市
腾冲市授牌，大理州委书记杨宁和保山市委
书记赵德光接牌。

崔茂虎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加快云南
发展需要高层次人才做支撑，我们必须把柔
性引进高层次人才作为一个战略性举措来
抓。云南具有资源、环境、区位、后发、平台和
民族文化六大优势，既是云南实现跨越发展

的重要支撑条件，也是云南实施柔性引才战
略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依托这些优势，吸
引省内外、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到云南来开展
科学考察、课题研究、技术转移、项目合作、创
新创业，让人才优势与六大优势有机结合起
来，使人才红利与改革红利叠加，必将开创
云南创新发展的新局面。云南发展急切需要
引进产业发展的人才、大批科技创新人才、卫
生教育专业人才和文化创意人才。柔性引
才，核心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
但求所为”，关键是“事业聚才”和“以用为
本”，通过顾问指导、短期兼职、阶段式服务、
技术入股、高层次人才二次开发、柔性引才基
地、国际人才交流会等多种路径抓住机遇、认
真研究、主动上门、加强推进，把柔性引才工
作做实做好做出成效。

崔茂虎指出，下一步全省要把柔性引才

工作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到营造环境、优化
服务上来。云南将以更加健全的服务体系
来保障人才，做到“三个到位”：一是服务措
施到位，出台我省柔性引才办法，鼓励和支
持人才以技术入股、投资等形式参与红利分
配；对符合条件的柔性人才在科技成果申
报、项目资助、人才表彰奖励等方面，享受
我省同类人员同等待遇。二是服务质量到
位，将柔性引进的高端人才纳入领导干部直
接联系人才进行服务和管理，对符合条件的
柔性引进人才，落实好绿色通道服务等措
施。三是强化服务保障。组织部门将发挥
在柔性引才工作中“管宏观、管政策、管协
调、管服务”牵头抓总作用；人社部门将落实
好柔性人才需求征集发布和人才服务等具
体事宜；用人单位将关心、帮助和支持柔性
引进人才，积极创强柔性引进和本土培养的

统筹协调，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的引才
工作格局。

崔茂虎强调，云南将以更加开放的胸怀
迎接各类人才。当前，云南发展正处于前所
未有的大好时期，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我
们诚挚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关心、支持、帮助
云南发展，携手在服务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进
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相信赴滇的各类人才
在服务云南过程中，一定会发挥各自专长，不
断创新创业，实现更多成果转化，帮助云南带
出一批优秀团队和人才，同时积极牵线搭桥，
争取更多的项目、技术及人才支持，为云南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会上，大理州委书记杨宁和保山市委书记
赵德光分别介绍大理州和保山市人才需求及
相关政策，赴滇智力服务高层次人才代表和
派出单位领导分别作交流发言。

引才借智谋发展 聚集人才促跨越

云南省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座谈会在大理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宝） 6月25日，记者从州教育局获悉：在全省
高考成绩高位运行的情况下，今年我州高考成绩继续保持稳中
有升。总上线率、本科上线率和一本率继续名列全省前茅，高
分段取得新突破：全省 700 分以上 40 名，我州有 3 名;全州 600 分
以上考生人数达 610人，全省文科、理科各前 50名考生中，我州共
有 6名。

据介绍，今年我州普通高考实考人数为 16107 人，总上线人
数为 15780 人，总上线率达 98%。其中，本科上线人数 11777 人，
本科 上 线 率 73.18% ，比 全 省 高 出 13 个 百 分 点 ；一 本 上 线 率
17.84%，比全省高出 3.6个百分点。其中，文史类本科率居全省第
一，一本率居全省第二；理工类本科率居全省第三，一本率居全
省第四。全州 600 分以上考生人数达 610 人，比去年 280 人增加
330 人，600 分以上人数居十六州市第四位，占全省 600 分以上考
生的 7.4%。

今年我州高考还有一些亮点：一是全州学校上线分布进一
步优化。全州 36所高完中学校中，有 5所上线率达 100%，有 8所
上线率 99%以上；有 9所本科率达 83%以上，有 23所超过全省平均
本科率。所有县市上线率均超过 94%；二是单科成绩继续位居全
省较高水平。文史类：语文平均分 109.5 分、居全省第一，及格率
98.98%、居全省第二；英语平均分 86.09 分，及格率 46.39%，均居
全省第一；数学平均分 69.71 分、居全省第二，及格率 19.67%、居
全省第三；文科综合平均分 191.12 分，及格率 69.23%，均居全省
第一。

据介绍，近几来年，高考的竞争不再是上线率的竞争，而是高
分率、一本率和本科上线率的竞争，各州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
质量，州市之间竞争激烈，我州高考总上线率、本科率已连续多年
名列全省前茅，在增长空间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又有新突破，实现了
高考成绩高位平稳上升。

我州今年高考成绩平稳上升
全州700分以上有3人，600分以上考

生人数达610人，文史类本科率居全省第一

□ 通讯员 字松芳
李继明 古丽娜

云龙县关坪乡在脱贫攻坚中，
通过引进云龙县丰农公司建起“百
草园”基地，大力发展种养殖业，让
群众实现土地出租增收一笔、在家
门口务工增收一笔、出售农家肥等
生产资料增收一笔、因地制宜种养
殖增收一笔，“四个一笔”成为当地
群众增收新亮点，大大加快了群众
脱贫致富步伐。

出租土地得一笔。当地群众
通过向公司出租土地，实现土地资
源的合理高效利用。“我们家出租给

‘百草园’基地土地3.3亩，每年每亩
800元，是我们种植其他农作物收益
的几倍。”自新村委会阿甲鲁村民
小组农民字立群告诉笔者，关坪乡
属高原冷凉地区，群众耕种土地收
入效益比较低，经过核算，除去劳动
力和生产成本，租地收入比老百姓
自己种地收入要可观得多。

就近务工得一笔。当地群众在
向公司出租土地的同时，根据公司
生产需要,群众在基地内务工增加
收入。“我们一家三口就在家门口

‘百草园’基地打工，每个月工资能
有 6000 多元，到现在已经收入 5 万
多元了。”自新村委会阿甲鲁村民
小组农民字文清高兴地告诉笔者。
据了解，去年以来，“百草园”周边
210多户群众到基地务工，平均每天
有 50 多人。“我们没技术、没文化，
以前去外面打工很难找到工作，现
在好了，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找到这么
好的工作！”该村农民字丽秀高兴地
说。据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基地

已累计用工1.8万人次，共支付群众工资报酬126万余元。
出售农家肥得一笔。根据公司基地种苗培育需要，公

司每年都向周边群众购买大量的农家肥、腐殖土、树叶、松
毛等肥料。“没想到农家肥也能卖到钱。”字文清告诉笔者，
他第一次卖农家肥给公司就有5800元的收入，其他群众出
售给公司农家肥最低一户都有 950元的收入。这样一来，
不仅保障了中药材种苗的质量，而且增加了收入，又促进了
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种植中药材得一笔。公司在建设基地的同时与群众合
作，采用订单农业发展模式，给群众赊销种苗发展种植，并
提供科技服务，既减轻了群众投入负担，又保障了中药材种
植质量，按合同价回收，让老百姓吃上了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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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灿鑫）云南省201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
于6月28日至7月2日举行，其中文化科考试至6月30日结束，7月
1日至2日进行信息技术考试。

据州教育局招生考试院统计结果显示，今年，全州报考考生数
共计 90878人，比 2015年增加 4458人；其中初二年级 46960人，比
2015 年增加 1219 人；初三年级 43918 人，比 2015 年增加 3239 人。
全州报考科次数为402409科次，比2015年增加21126科次（不含信
息技术）。全州共计设127个考点、2152个考场。初三年级考试结
束后，于 7月 1日至 3日估分填报志愿。7月 15日左右通知考生成
绩，7月30日前完成高中录取。

大理州2016年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明日开始

6月15日下午，大理市喜洲镇仁里邑村截污工程标段，深圳市鸿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人正在操作机械栽钢
板桩。全长234.2公里，直径800至1200毫米，分6个标段，11个泵站，计划总投资34.9亿元的大理市洱海环湖截污
工程PPP项目自去年10月开工建设以来，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将在2018年底完工。届时，将对洱海形成一道污水

“防火墙”。 ［记者 涂序波 摄］

□ 本报记者 勾六零
见习记者 张婧怡 通讯员 李永辉

6月1日，风和日丽，汽车沿着蜿蜒曲折
的山路前行。在前往洱源县牛街乡福田
村委会旧同村的途中，我们被一片茂盛的

“花田”吸引——满山遍野的淡紫色小花随
风摇曳，生机盎然。下车一问，原来是中草
药材灯盏花。“这是我们村里种的致富花！”
农 户 杨 银 春 兴 致 勃 勃 告 知 ，这 一 大 片

“花田”是福田村的灯盏花种植示范基地。
福田村自然条件不好，村民们分散居住

在海拔2100米至3400米之间的山区。根据
实际情况，牛街乡党委和乡政府在产业发展
及服务设施建设布局上，按照“一个中心、三
个片区”的思路来推进，即以村委会为中心
的周围区域定位为便民综合服务点及农特
产品交易集散地；三个片区：板桥、旧同片
区，福田、老虎箐片区，彝族片区，根据不同

地区的海拔和土壤情况等，因地制宜种植不
同的农作物和发展养殖业。正是有了这种

“对症下药”的布局，于是，旧同村的杨银春
和村里的20户农户联合起来，开始一起种植
中药材。这集中连片的30亩灯盏花真正成
了大家的“致富花”，每亩年收入近8000元，
年收入近24万元！杨银春说：“万万没想到，
我们山区群众也能发展自己的致富产业！”

确实如此。近年来，洱源县锁定摘帽
脱贫目标，咬定“精准”二字，因地制宜，点
产业“穴”，精准有效发力，探索多渠道、多
元化的脱贫路径，创新模式加快推进产业发
展，以产业发展夯实群众致富基础。全县按
照精准扶贫到户、产业扶持全覆盖的要求和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整合整乡推进、
整村推进、专项产业发展、互助金和产业发
展扶贫到户贴息贷款等产业发展资金，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按每户不低于 3000元、最高
达 8000元进行发展产业到户补助，同时坚

持“贷穷不贷富”的原则，对建档立卡户给予
3万元至5万元贷款，帮助其发展生产，目前
全县发放产业扶贫到户贷款 2357户，资金
达7508.8万元。

“在产业发展上，洱源县积极探索新模
式，多措并举，全力创新产业扶贫。”洱源县委
副书记、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指挥长杨文泽与
记者交谈时这样说。按照“企业+基地+农
户”模式，这个县借助合作社、科协和群团组
织力量发展种养殖“订单”农业，促进群众增
收。同时，聚焦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因地
制宜，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原则，采用“涉农
企业带、龙头企业带、农业合作社带、农业庄
园带”四种方式，以有效管用举措进一步抓
实产业扶贫。目前，通过充分发挥蝶泉乳业、
品宏农特产品公司、洱宝实业、洱源县云生
中草药材种植合作社、志杰蔬菜种植合作社
和洱源县海源生猪养殖合作社等企业技术
和市场优势，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逐

步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跨越。
正是通过点准产业发展“穴位”，洱源县

得心应手打好“一短一长”两张“牌”——“一
短”：短期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能“吹糠
见米”的烤烟种植、蔬菜种植、能繁母猪养
殖、能繁奶牛养殖等产业；“一长”：长期扶持
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续断、当归、灯盏花等
中药材种植和苹果、车厘子、核桃等经济林
果种植，让致富路子越走越宽。目前，全县
发动群众种植经济作物4.28万亩，养殖牲畜
新增 2.07万头（匹、只），并与 8家龙头企业
确定长期合作关系，拨付产业发展扶持补助
2783户共计835万元，同时投入1610万元建
立互助金支持50个村发展特色产业。

“有了政府的支持和合作社的带动帮
助，把山区的特产变成财富，我们农户奔小
康心里就有底啦！”记者离开旧同村时，漫山
遍野的灯盏花在阳光下分外绚丽灿烂，对于
今年年底脱贫摘帽，杨银春充满了信心。

点产业“穴” 夯致富基
——洱源县脱贫攻坚系列报道之一

高考志愿填报今日开始
专家提醒：要熟悉章程 冷静分析 理智判断

合理选择 ……详见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