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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委安排，我校协助省直相关部门承担着凤庆县、会泽县、勐海县、泸水市及独龙江乡等“四县一乡” 精

准扶贫任务。2015年8月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学校把助力“四县一乡”的脱贫攻坚工作作为

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来管，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决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2 0 1 7年已开展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 



（一）提高政治站位，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抓紧抓实抓好 

在中央、省委省政府、校党委、行政的坚强领导下，在省直相关部门

的精心指导下，在各院、各部门、各单位和所有帮扶干部的关心支持

密切配合下，学校把助力“四县一乡”的脱贫攻坚工作作为一项极为

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来管，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决贯彻落

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以及省直相关部门的工作安排。

2017年学校共召开扶贫工作专题会议7次，高位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为挂联点如期完成年度“减贫”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向上级相关部门报送《云南大学扶贫工作简报》共35期，信息29条，云南电视台、云南日报、昆明日

报、新华网、云南网、中国扶贫网、社会主义论坛等媒体杂志多次对学校扶贫工作作了宣传报道。 



2018年1月5日，《云南日报》关注版2018年第一期以“借高校智库，扶贫更精准更高效——云南大学精

准扶贫的责任与担当”为题，用通联版大篇幅报道了学校精准扶贫工作。 



2018年1月22日，云南省“挂包帮”“转走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办的《云南省“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简报》2018年第1期，以“走好扶贫‘五步棋’，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云南大学的扶贫担当与实践”为题作

为典型案例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国家扶贫办和省级领导报告了我校精准扶贫工作。 

因学校精准扶贫工作表现突出，学校扶贫办主任崔茂乔同志被授予云南省2017年度脱贫攻坚“先进工作者”称

号，是全省高校系统中唯一 一个获此殊荣的高校和个人。 



（二）“挂包帮”点凤庆县河边村帮扶工作成效再上新台阶 

1. 深入一线查实情、找症结、补短板，扎实开展回访工作 

2017年度，共有12位校领导、143位处级干部、科级及以下226人共389人次分批深入河边村实地调研该村基

本情况、产业发展现状、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问题，入户走访群众，详细询问他们家庭情况、收入来源、致贫

原因和期盼解决的问题等，所有帮扶干部多渠道筹措资金和慰问品共计59万余元对56户结对帮扶户进行了“物

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并重”的全覆盖帮扶。 

        



杨林书记带领由副校长王建华、杨泽宇、周学斌、刘晓江、张力，校长助理郝淑美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工

作组赴凤庆县开展扶贫调研及回访工作。 



林文勋校长带领由副校长丁中涛，校长助理赵琦华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前往凤庆县开展以“脱贫

攻坚·云大在行动”为主题的调研回访工作。       



张昌山副书记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李建宇副书记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张克勤副校长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陆琴雯纪委书记赴凤庆县鲁史镇开展脱贫攻坚督查调研活动 



杨泽宇副校长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王建华副校长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刘晓江副校长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周学斌副校长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丁中涛副校长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张力副校长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郝淑美校长助理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赵琦华校长助理赴凤庆县河边村开展扶贫回访调研 



帮扶干部入户回访 



帮扶干部入户回访 



帮扶干部入户回访 



帮扶干部入户回访 



帮扶干部入户回访 



帮扶干部入户回访 



云南大学精准扶贫“七改三清”环境整治专项活动 云南大学精准扶贫暨2017年春节慰问活动 

2.真情实意解难题惠民生，真抓实干找出路促发展 



云大启迪K栈众创空间向凤庆县捐赠航天神通云教学机2台。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向凤庆县捐赠电脑90台、书架70个，课桌80张。 

2台航天神通云教学机、40台电脑在河边完小建成与云大附小互联互通的远程同步互动教学系统。 



校团委组织开展了“凤庆县扶贫爱心茶推介义卖活动” 



云大出版社向鲁史镇“云大书院”、滇西师范科技学院以及河边完小捐赠图书40000余册；云大附中向河

边小学学生捐赠云大附小校服及书包等文具用品。 

经校友总会、离退休处多次协调，著名书画家赵浩如先生为坐落在鲁史镇的“云大书院”、鲁史镇牌坊挥

墨题写了“云大书院”、“鲁史古镇” 捐赠凤庆县，助力文化扶贫、共建文化自信。 



云大附中王宇伟书记、高云飞校长多次组织教师赴凤庆县实施教育扶贫并向鲁史中学捐赠高考备考图书 



校医院多次赴凤庆县鲁史镇开展医疗扶贫义诊 



由云南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数字医疗技术中心郑家亮团队研发，并由云南大学校医院提供医疗支持的精

准扶贫项目---乡村远程医疗系统正式开通。 云南网、云南扶贫热线等媒体以“一键呼叫医疗专家！云南

大学这个发明将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受益”为题从不同角度报道未来将通过大数据助力精准医疗的消息。 



利用物理天文学院张俊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绿色烤

房技术帮助指导鲁史镇烟叶烘烤及节能烤房建设 

参与投资建设的河边村香猪养

殖场初见效益 

驻村队员指导村民在核桃树下套种

魔芋喜获丰收 



艺术与设计学院为筹措鲁史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组织开展了“云大青花碗义卖活动” 



校主要领导积极与省直相关部门协调，多渠道筹措资金2300余万元用于通村公路、河边完小、村活动场

所、入户道路等建设以及村委会办公室条件改善。 

原河边完小厕所 援建后的河边完小厕所及洗澡间 原河边完小进校道路 硬化后的河边完小进校道路 



河边完小综合楼 河边村活动场所 云南大学援建的河边完小 “农民工技能培训中心” 

校主要领导积极与省直相关部门协调，多渠道筹措资金2300余万元用于通村公路、河边完小、村活动场

所、入户道路等建设以及村委会办公室条件改善。 



全校帮扶干部多渠道筹措资金和慰问品

共计59万余元对56户帮扶户按“一户一

策” 进行了“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并重”

的精准帮扶。 

学生处、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心

理咨询中心、就业中心等部门组

成的第二帮扶组对帮扶对象开展

了帮助外出务工、建房资助、思

想文化帮扶等，帮扶成效显著。 



全校帮扶干部多渠道筹

措资金和慰问品共计59

万余元对56户帮扶户按

“一户一策” 进行了

“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

并重”的精准帮扶。 

化工学院、数统学院、教育部

自然资源药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能源研究院组成的第17帮扶

组开展了技能培训、教育资助、

产业扶持等帮扶措施，成效明

显，结对帮扶户女儿考取广西

大学，帮扶干部为其筹集学费

并购买笔记本电脑等学习用品。 



通过大家合力脱贫攻坚，精准施策，河边村基础设施不断夯实、产业发展不断壮大、群众收入不断增加、干

部素质不断提升、内生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云南大学援建的凤庆县鲁史镇河边村完小全貌 云南大学协建的鲁史镇“云大书院” 



2016年底，经凤庆县、临沧市脱贫攻坚组的考核验收，河边村如期脱贫出列。学校及广大帮扶干部为凤庆县

如期完成“减贫”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会泽县精准帮扶工作扎实有力 

1. 聚合力、谋发展 

积极配合省委办公厅和审计厅等牵头部门及其他挂联单位全方位开展对口精准帮扶，合力推进脱贫攻坚。 

到会泽县参加省委李秘书长和审计厅召开的会泽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 

在2017年2月14日的会泽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上，时任省委秘书长李邑飞高度肯定了学校扶贫工作。 



2. 抓落实、重实效 

 教育扶贫 

开展多期脱贫攻坚干部素 

质提升专题培训。 

云大附中与会泽一中结对帮扶 

教务处与会泽县茚旺高中合作共建 

“云南大学优质生源基地” 

 



 科技扶贫 

经济学院、商旅学院、文化发展研究院等帮助编制《会泽县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与生物资源加工业发展规划》

《会泽县牛栏江经济带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会泽县乡村旅游规划》《念湖景区旅游规划》《文化

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划》等5个产业规划。 

 



 产业扶贫 

后勤集团持续推进会泽县大井镇“云南大学食堂蔬菜大井直供基地”建设，进一步强化贫困地区农特产品进校园

工作。 



举办怒江州中青年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 

针对怒江州旅游产业培育存在的问题，对“泸水市旅游

分管领导及从业人员培训、旅游规划、旅游产品开发包

装”等开展专项帮扶。 

校团委连续 4年每年派出6名研究生支教团赴独龙江乡支

教，为独龙江乡龙元小学、巴坡小学、马库小学 等三所

小学送去柴油发电机及水轮机各 1 台、 发电机配套耗材

若干，受到了团中央的高度肯定。  

教务处3次组织到勐海县开展“直过民族”脱贫攻坚国家

通用语言普及推广并向当地幼儿园赠送微波炉等设施。 

（四）“两县一乡”专项精准扶贫工作有序开展 



创新高校“两学一做”，开展主题为“两学一做入基层、党

建扶贫双推进”党员教育活动及扶贫攻坚工作，25支队伍奔

赴部分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战场助困脱贫，增长才干。 

杨林书记深入到河边村等驻地看望学校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和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仔细查看了解驻村队员们的工作环境

及生活条件，鼓励他们沉下身子，扎根农村一线，宣传好党

的政策，完成好组织交派的各项任务，建立起所属单位党组

织和驻村党总支共建工作机制，认真帮助村委会梳理工作思

路、共同研究对策措施，扎实推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落实。 

纪委书记陆琴雯为“鲁史镇基层党建提升年基础党务培训

班”60多名镇村干部作题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专题讲座，增强基层干部脱贫攻坚纪律意识。 

（五）党建扶贫“双推进”深入开展，取得实效 



组织部与鲁史镇河边村、永新村等3个基层党支部169名党员

结对共建帮扶，开展“自强、诚信、感恩”一系列主题实践活

动，对当地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组织部、扶贫办分批组织干部职工共300余人到云南陆军讲武

堂参观“喜迎党的十九大云南脱贫攻坚成就展，在学校营造了

“真心热爱扶贫、真情贯注扶贫、全力投入扶贫”的文化氛围。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党委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实

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脱贫攻坚”的要求，作为中国社会工

作教育对口扶贫计划第一批响应单位，全国21所高校社会工

作对口扶贫示范项目单位之一，以“基层党组织+外来社工组

织+本地社工组织+乡村社区小组”相结合的方式，实施了社

会工作专项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 





学校纪委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把扶贫工作列入学校督察督办事

项进行督查。根据扶贫工作开展阶段及要求，紧盯脱贫攻坚工作中

的关键环节，采取定期或不定期通过查阅材料、听取扶贫办工作汇

报、扶贫点实地查看等开展督促检查。 

每月排查一次扶贫领域存在的作风纪律方面的问题，如实向上级相

关部门填报《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五项工作机制月报表》。 

出台了《云南大学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选派管理办法》，并利用回

访现场检查，电话抽查、不定期与县乡各级组织部门及联席办沟通、

与村干部和村民随机交流等多种途径对驻村队员督查检查，督促检

查挂联点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和驻村工作队员履职情况，对被上级通

报的工作队员进行严肃处理，严格的监督执纪问责，为助推扶贫点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铁的纪律。 

（六）强化督查考核，严格执纪问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铁的纪律保障。 



存在的困难及问题  二 



 脱贫攻坚任务重是最大的挑战 

“四县一乡” 挂联点点多分散，路途遥远，加大了学校帮扶难度。 

 河边村基础设施薄弱是最大的瓶颈 

河边村山高坡陡，群众居住偏远分散，自然条件恶劣，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美丽乡村建设任重道远。 

http://www.news.ynu.edu.cn/xysd/images/201607/1469341125699.jpg


 产业培育难是最大的短板 

河边村群众受教育程度低，对新事物认知度低，新兴产业扶持培育难，农业养殖业等传统产业未形成规模，产

业层次低，产业发展滞后 ，加大了产业扶贫难度。 

 成效巩固难是最大的困难 

虽说河边村已脱贫出列，但也是相对脱贫，脱贫基础脆弱，群众“等、靠、要、比”的现象依然存在，生活陋

习一时难以改变，阻止返贫任务十分艰巨。 

http://www.news.ynu.edu.cn/xysd/images/201607/1469341456456.jpg


2 0 1 8年工作安排  三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实施精准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第一年，是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也是凤庆县脱贫摘帽之年。学校精准

扶贫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聚焦发力，立足资源禀赋,

贯彻精准方略，坚持目标标准，强化责任担当，改进工作作风，把握精准施策，着力提升帮扶

质量，以更加顽强的意志品质助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为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1. 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推进好“四县一乡”帮扶工作，把各挂联点、贫困群众的需求结

合各院、各部门、各单位自身优势做好任务分解，注重帮扶实效、精准提供帮扶。 

2. 各院、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坚持目标标准，强化责任担当，聚焦发力，继续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云南大学精准扶贫行动方案（2016-2020 年）》工作。 

3. 组织部、扶贫办继续组织开展好挂联点脱贫攻坚干部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培训工作。 

4. 校工会积极组织将挂联点有机、绿色、生态的农特产品作为节日慰问品发放给教职工，并探索农特产品

直供教职工家庭机制，开展好脱贫攻坚消费扶贫工作。 

5. 科技处牵头，充分发挥学校科研优势、加强科技创新、深入分析各挂联点科技产业现状，扬长避短、彰

显特色，加大科技扶贫力度，组织开展好脱贫攻坚科技扶贫工作。 

6. 文化发展研究院根据各挂联点的帮扶诉求，结合学校实际，牵头做好挂联点脱贫攻坚文化扶贫工作。 

 



7. 扶贫办根据会泽县提出的帮扶诉求，结合《校县精准扶贫合作框架协议》，积极主动对接，完善帮扶工作

计划和任务分解，做好会泽县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工作。 

8. 教务处继续牵头，扶贫办协助按《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云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关于印发云南省“直过民族”脱贫攻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工程方案的通知》及相关文件要求，做

好“勐海县的‘直过民族’国家通用语言” 脱贫攻坚专项帮扶工作。 

9. 扶贫办牵头，商旅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配合做好泸水市的“旅游分管领导及从业人员培训、旅游规划、

旅游产品开发包装”等脱贫攻坚产业扶贫专项帮扶工作。 

10. 校团委牵头，扶贫办协助继续做好“独龙江乡支教团”脱贫攻坚教育扶贫专项帮扶工作。 

11. 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推进好凤庆县“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12. 附中按挂联点诉求，结合自身实际，继续做好脱贫攻坚教育扶贫工作。 

 



13. 校医院按凤庆诉求，结合自身实际，做好医技人员培训、校医院专家远程会诊长效机制、义诊等脱贫攻坚

医疗扶贫工作。 

14. 校友总会继续牵头，离退休工作处、教务处、学生处、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校团委、艺术与设

计学院、昌新国际艺术学院等部门配合落实好 “云大书院”帮扶诉求。 

15. 艺术与设计学院发挥专业特色和人才优势，组织做好凤庆县河边村石材产业、会泽县陶泥产业的研发及精

深加工，农产品的包装设计等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培育工作。 

16. 组织部牵头、扶贫办协助按照“抓党建促扶贫”的思路，立足资源禀赋，结合村情实际，培育壮大特色优

势产业，积极筹措经费帮助河边村 “加快发展高效特色农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做实河边村“

美丽乡村建设”。重点做实做好茶叶、核桃、电商扶贫等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帮扶工作。 

17. 后勤集团继续推进会泽县大井镇“云南大学食堂蔬菜大井直供基地”建设，积极探索农特产品进校园超市

模式，进一步强化贫困地区农特产品进校园工作。 

18. 组织部、扶贫办协同推进好“党建扶贫双推进”工作。 



19. 各院、各部门、各单位，各位帮扶干部特别是帮扶小组负责人和驻村工作队队长要按照 “认识严肃性，看到

艰巨性，把握精准性，提高针对性，克服随意性”的要求，帮扶重心要由普遍走访向精准施策转变，坚持扶

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在巩固提升、防止返贫上下功夫，在稳定脱贫、持续

发展上下功夫，确保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严格按《关于认真开展2018年度凤庆县“挂包帮”“转走访”工

作的通知》要求，组织深入到河边村广泛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力实施好“转作风、大调研、抓精准、促

落实”专项行动。 

20. 驻村工作队要切实敢于担当负责，当好学校扶贫工作的抓手，充分发挥好学校与河边村、挂联户之间的桥梁

纽带作用。按照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贫困户日常帮扶工作由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为主落实，驻村扶贫工作

队每季度向挂包部门和帮户干部报告、反馈一次所结对贫困户的帮扶工作”的要求。驻村队员要珍惜宝贵机

会，找准角色定位，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努力把党的脱贫攻坚政策宣传好落实好，把脱贫致富的产业

发展好培育好，把增收致富的门路拓展好谋划好。各位帮扶干部特别是帮扶小组负责人也要加强和学校驻村

队员、村组干部及挂联户联系，把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扎实推进好，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