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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推动“组团式”帮扶提质增效———

引入人才活水 润泽山乡沃土

一份详细的需求清单
精准开方子袁帮扶到根子

自 2022年开展干部人才“组
团式”帮扶以来，为提高选派精

准性，云南省级部门指导重点帮

扶县落实医疗、教育、科技帮扶

“一县一方案”，精准提出帮扶干

部人才需求清单。基层提出人才

需求后，如何匹配到合适的帮扶

团队？云南各级组织部门牵头建

立帮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医

疗、教育、科技三个工作组，定期

召开专题会、联席会，围绕供需

精准对接，细化任务书、路线图、

时间表。

沈凯原本是上海市七宝中学

地理教师、课程教学研究所副所

长，现任大关县第一中学校长。

2023年 7月，大关县第一中
学党委书记李龙强接到大关县

教体局的电话，要求排查短板学

科。“听说有上海老师来帮扶，但

具体需求得自己提。”李龙强说，

语数英是主科目，提升教师能力

肯定重要；物理、地理等学科是

弱项，也希望有人指导。最终，他

提出了七个学科的需求。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联合上海市创新帮扶模式，探索

“校市合作”的协同帮扶新路径，

计划 2023年 8月向昭通市大关
县、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分

别增派 20 名当地急需的医疗、
教育帮扶干部人才。5天摸排短
板，20天对接需求，40天收到反

馈、落实保障服务……云南省组

织、卫健、教育、乡村振兴等部门

紧锣密鼓开展起工作。

“我们努力对接好人才需求

和上海的优质资源，确保帮到点

上、扶到根上。以教育方面为例，

我们了解到多数学校的英语师

资力量有待加强，学生的学习方

法比较单一，口语也需要提升。”

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

长徐丽娜说。经过多次与上海有

关方面对接，40人的帮扶名单最
终确定下来。同时，帮扶干部人

才的任职岗位、生活条件保障等

细节也逐一明确。

2023年 8月，上海的帮扶人
才分批来到云南。增派的 20名上
海教师中，有 4名英语教师。根据
学校提出的需求，英语教师会定

期上口语课。“现在，孩子们开口

讲英语更自信了。”李龙强说。

一堂获奖的地理课
敢于压担子袁做好传帮带

“在赤道太平洋地区，海洋和

大气怎样进行热量交换？”教室后

面坐着一排评委，青年地理教师

陈浩却丝毫不慌。用透明玻璃容

器、吹风机等生活中常见的物品，

他很快引导学生完成小实验。陈

浩的课程获评教育部优秀公开

课，“师傅”沈凯感到非常骄傲。

“我们到岗后 1个月内，需
要按照 1颐3的比例与本地老师建
立‘师带徒’关系。”沈凯说。通过

每周互相听课、点评，沈凯把上

海学校的教学方法教给陈浩：按

大单元备课，用实验等方法让知

识难点更有趣等。

除了师徒带教，2023年 9月
起，大关县第一中学依托新建的

课程教学研究中心，开展学科中

心组集体备课、自主命题等工

作，提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

“来到学校后我们立刻进行

调研，发现学生基础较差，还存

在‘学考分离’等情况。”沈凯拿

着调研结果找到李龙强，讨论改

变的方法。

啥是“学考分离”？原来，学

校之前参加昭通地区的中学联

考，结果并不理想。“题目太难

了，学生们普遍成绩不高，这会

挫伤学习积极性。”沈凯说，考试

的目的是有效检验学生学习成

果和老师教学成果，采取自主命

题方式更适合校情。

“我们并非全盘复制上海的

教学理念，而是根据实际情况

‘带土栽培’。”沈凯说，学校许多

学生的家长长期在外务工，没法

给孩子足够的关心关爱，学校新

设了“全员导师制”，让每名教师

担任 5至 6名学生的导师，定期
了解关心他们的学习、心理，“学

生得到的关注更多，遇到问题也

有人帮助开导解决。”2024年高
考中，学校本科完成率提高

20%，6个学生考入一本院校，一
本上线率实现“零的突破”。

发挥帮扶干部人才“种子”

作用，通过结对帮带一批、跟班

锻炼一批、研修培训一批相结

合，县域“造血”能力进一步提

升。目前，来自上海的医疗、教育

帮扶队长全部担任受帮扶医院、

学校院（校）长，重点帮扶县获得

进修培训机会的教育、医疗人员

累计超 5000人次。

一次跨区域的知识传递
帮扶一个野点冶袁激活更大野面冶

如何发挥帮扶人才这一“智

力引擎”的更强效能？丽江市宁

蒗彝族自治县大麦青稞种植基

地的种子在 300 多公里之外发
芽，或许给出了答案。

宁蒗县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2022年 2月，云南省科技
厅选派云南省农科院研究员曾亚

文带领 40余名农业科技专家到
宁蒗县进行科技“组团式”帮扶，

带来“云饲麦 3号”“云啤 15号”
等优质大麦种子和种植技术。在

科技特派团帮扶下，宁蒗基地

2023年生产了 20多吨种子。
丰收之际，曾亚文收到来自

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的求助：

博南镇新田村在核桃林下套种

大麦，但因品种退化、种植技术

单一，大麦产量低，也卖不上价。

“新田村的大麦用于饲料生

产，把麦粒与秸秆混合做成麦

糠。”曾亚文说，原来的品种秸秆

坚硬，饲料适口性不好，他推荐

了“云饲麦 10号”等云南省农科
院自主研发的大麦品种。2023年

8月，宁蒗基地的 3吨种子送到
了永平县。

除了免费提供种子，曾亚文

还在大麦种植期间加强与当地

沟通，不但指导每亩地的播种

量，还帮助当地选择适合大麦生

长的肥料，“肥料的选择有讲究，

套种时给大麦施肥，农肥会顺着

根系给核桃树补充养分。”

今年 4 月，报喜的电话打
来：永平县套种大麦的 1012亩核
桃林，验收亩产籽粒麦秆糠

881.38公斤，亩产值 1763元。现
在，新田村的核桃林实现每亩收

入翻倍，经济效益逐渐显现。

“组团式”帮扶开展以来，云

南鼓励帮扶团队在做好指定帮

扶工作之余，将帮扶效果向更多

地区推广，实现帮扶提质增效。

为了推广“早筛、早诊、早治”理

念，在墨江县，20名医疗帮扶队
员走出县城，一年内巡访 15个
乡镇的 170 余个卫生院，培训
1823名医疗人员。

目前，云南 27家受帮扶医
院中 17家达到县医院医疗服务
能力推荐标准，5 家晋升为三级
医院；29所受帮扶普通高中教育
质量明显提升；27个国家科技特
派团带动 1057个行政村的农业
科技进步。

“我们将进一步用好帮扶资

源，推动‘组团式’帮扶取得更好

成效，让更多群众受益。”云南省

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让城乡老年人吃上味美价

廉的饭菜，是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的必答题。近年来，安徽省阜阳

市颍上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聚焦老年人“吃饭难”

问题，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因

地制宜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布局，

不断探索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

系，将老年助餐服务嵌入现有养

老服务设施网络，让老年人在家

门口的热饭热菜中提升“舌尖上

的幸福”，烟火气中老年群体的

身影越来越多。

中午 11点半，位于慎城镇
张洋社区老年食堂里，飘出阵阵

饭菜的香味，老人们围坐在餐桌

前，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一边

聊着家常。当地制定老年助餐服

务工作管理办法，对老年食堂

（助餐点）布局、无障碍设施、营

养膳食等方面进行具体安排，建

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统一选

址布点，在部分居住较为集中的

村（社区）建设老人食堂，在人口

居住较为分散的村（社区）建设

老年人助餐点，着力打造村（社

区）便民服务“综合体”。

一日三餐，四季烟火，老年

助餐服务是关乎老年人的“关键

小事”，也是牵动千家万户的“民

生大事”。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

人的饮食需求，这些老年食堂

（助餐点）不仅在菜品上注重营

养搭配，还重视食物的口感和色

香味，力求让老年人在享受美食

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乐

趣。各老年食堂（助餐点）还积极

打造多元化老年助餐服务模式，

在不同时段调整饭菜种类，积极

融合年轻人等多元化消费客群。

当地持续加大老年助餐服

务力度，全县 62家老年食堂（助
餐点）均已安装智能就餐设备，

依托后台“烛光妈妈”系统，通过

人脸识别、IC刷卡等身份识别方
式，精准获取就餐老年人身份信

息，并给予相应就餐优惠。截至

目前，智慧助餐系统已累计服务

老年人 142.54万人次。当地还探
索开展互助就餐服务，由网格

员、村嫂、志愿者或邻居代餐，累

计为 1000多名老年人提供订送
餐服务。

为保障老年人“舌尖上的安

全”，颍上县民政、市场监管等部

门定期联合开展老年食堂（助餐

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为老年

人就餐提供安全护航，确保老年

人“食有所依，心有所安”。同时，

该县依托现有存量设施资源，积

极探索发展自办型、引入型、嫁

接型等多元化运行机制，促进

“政企社”协同经营；持续拓展服

务场景，以“机构跟着老人走，养

老服务触手可及”为目标，将老

年食堂（助餐点）与康复理疗、日

间托养等场景充分融合，多举措

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

小饭碗里装着大民生。下一

步，颍上县将持续深化老年助餐

服务，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

等手段，积极调动专业机构、爱

心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力量参

与其中，积极探索更多养老助餐

服务模式，着力构建布局均衡、

方便可及的城乡老年助餐服务

体系，切实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方

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

续发展，让老年人获得感更足，

幸福感可持续。 渊据人民网冤

安徽颍上院深化老年助餐服务袁温暖老人幸福野食冶光

云南有 27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袁 数量居全国第一遥
2022年云南开展干部人才野组团式冶帮扶工作以来袁累计选

派 636名教师尧524名医生和 395名科技特派员下沉重点帮扶县渊市尧
区冤遥 今年 3月袁云南省委组织部等八部门联合出台叶推进干部人才
野组团式冶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若干措施曳袁进一步从精准选人尧扩面帮
扶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遥 云南如何完善机制袁增强帮扶效能袁为乡村
全面振兴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持钥 记者近日进行了探访遥
作为野组团式冶帮扶人才的一员袁上海教师沈凯去年夏天来到云南省

昭通市大关县第一中学遥 他每天最喜欢的事袁就是在这座位于乌蒙山深
处的高中里野巡逻冶院学生的校服穿得整齐吗钥下一次野国旗下的演讲冶如何
鼓励师生参与钥 噎噎一年多来袁大山里的学校袁正在悄然改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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