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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无
疑是C位热词。作为以科技创新为
主导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符合高
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其主要载体
是产业，核心引擎是创新，而人才则
是创新之源，要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篇大文章，离不开人才的支撑。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自古
以来就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关键因
素。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
亮出山，最终达成所愿成就大业；新
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制定了一系列
方针和政策，吸引各行各业的人才投
身祖国建设，最终实现“两弹一星”、
杂交水稻等成就；进入新时代，不管
是“神舟”飞天，还是“嫦娥”奔月，也
都闪烁着青年人才的智慧。无论时
代如何变化，人才始终是发展的关
键，要加快发展创新起主导作用、具

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
生产力，必须注重提升人才“浓度”，
与时俱进做好各项人才工作。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人才
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
也要因时而动，因势而新。首先，
我们应继续加大教育和创新投入力
度，并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加快推
进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优化高等学
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在培养
过程中也应有所偏重，着力打造新
型劳动者队伍，如着重培养能够创
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
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
才。其次，应推动建立以创新价值、
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快速搭建起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人
才的专业化培养、发展通道。

引进人才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的有效方法。通过引进创新人才，
可以更快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并为本土人才提供学习和发展机
会。进入发展新阶段，我们应围绕发
展新质生产力重点战略，持续优化区
域创新发展、创业投资、人才服务环
境，围绕人才成长全过程，从引进落
地、日常生活、事业发展、价值实现等
各方面，给予人才精准化、制度化、系
统化服务保障。此外，我们还应结合
新形势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坚持全球
视野、世界一流水平，千方百计引进
那些能为我所用的顶尖人才，着力打
造国际人才聚集新高地。

培养和引进人才都不是最终目
的，人尽其才才是根本。各方要积极
打破学历、年龄限制，畅通人才成长
晋升的通道，构建体系化、高层次的

人才成长空间，让专业人才能为、敢
为、善为。其次，要转变用才思维，破
除一切阻碍个人才能发挥的限制，同
时建立起体现人才价值的薪酬体系
和奖励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
活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植更多创
新沃土。

新时代背景下，人才作为科技
强国的第一生产力，对于推动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必
须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
最优先的位置，让人才资源释放最
大能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更
多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董莉莉 刘 杰）
眼下正值油菜结荚期，也是病虫害
防治的关键期。在统防统治作业
中，昭通市农业农村局为水富市油
菜定制了飞防“营养餐”，科学防治
病虫害，助力油菜提质增效。

仲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油菜花
铺满田野，好似一幅美丽的油画，但
在农技人员眼中，却是抓病虫害防
治的关键时期。

今年是实施油菜大面积单产
提升 3 年行动的第一年，为扎实推
进昭通市 2024 年油菜病虫害统防
统治水富示范片工作，昭通市农

业农村局划拨专项资金，派出专
家 组 下 沉 指 导 开 展 统 防 统 治 工
作。市、县两级农技人员协同合
作，推动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全
面实施，控制病虫害，促进油菜单
产提升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现阶
段正值油菜的末花期到结荚期，
也 是 油 菜 霜 霉 病 和 蚜 虫 的 高 发
期。我们在水富市采用无人机喷
洒农药，对油菜病虫害进行统防
统治，可以大幅提高病虫害的防
治 效 果 ，有 效 控 制 病 虫 害 的 发
生。”昭通市植保植检站高级农艺
师陈永燕介绍。

3月25日，在云富街道高滩村华
联组连片的油菜种植示范点，伴随
着旋翼的轰鸣声，两架无人机在技
术人员的操控下，在油菜地上空来
回穿梭，防治药水被均匀地喷洒到
油菜花及枝叶上，整个过程快捷高
效、省时省力。“我们的飞防无人机
每天每架作业面积可达300亩，每架
无人机喷洒成本每亩 10 元左右，而
且喷洒非常均匀，若人工喷洒，每亩
需要30元左右。”农用无人机操作技
术人员田景姣说。

油菜作为主要粮油作物，关系
到群众的“油瓶子”。为了提振农户

扩种油菜的信心，自去年 9月以来，
水富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大力推
广示范区油菜种植，通过统一良种、
统一整地、统一节令播种、统一密
度、统一防治，为农户提供春季油菜
田间管理技术指导。

今年，水富市油菜种植面积达
2.1 万亩，其中油菜示范田为 5000
亩。前期，水富市农业农村局事先
规划地块，指派专人集中育苗，统一
种植标准，到田间地头进行株间行
距的指导，后期按照水肥管理全程
化跟踪，为实现每亩油菜单产220斤
打下了基础。

水富：油菜吃上“营养餐”

本报讯（通讯员 铁璘琪）3月27
日，鲁甸县启动苹果防雹网建设工
作，为苹果产业稳步高效发展加穿

“防雹衣”。
在文屏街道砚池山村长山寨苹

果种植基地启动现场，来自各乡镇
（街道）苹果主产区的果农为这项重
大项目即将启动建设而兴奋激动。
他们一边观摩一边啧啧称赞，都说
有了这款“防雹衣”，刮大风下冰雹

也不担心苹果坠地了。
据技术人员介绍，防雹网是抵

御冰雹、大风等极端天气最直接有
效的手段，是苹果产业提质增效的

“硬招”。2021 年底，在东西部协作
机制助力下，鲁甸县引入企业在桃
源回族乡建起2200亩现代化苹果示
范基地，防雹网首次在鲁甸大面积
使用。与防雹网先后建成的智能化
分拣车间、高标准气调保鲜库，为鲁

甸苹果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鲁甸县委、县政府计划投入衔
接资金1200万元，通过示范带动，采
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方式，每亩
补助 2500 元，在文屏街道、砚池街
道、桃源乡、茨院回族乡、龙树镇5个
苹果主产区实施防雹网建设项目
4800 亩，努力搭建好苹果产业发展
的“丰收网”。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强化督促指导，不断推动防雹网搭建
工作，力争在8月份之前完成2024年
全县新实施建设的苹果防雹网。”鲁
甸县苹果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王聂说。

目前，鲁甸县苹果产业主要分
布在文屏、茨院、桃源等种植适宜
区，种植面积 12 万亩，投产果园 4.3
万亩，苹果年产值达 3.6 亿元，成为
助力乡村振兴、富民强县的一项大
产业。

鲁甸：苹果穿上“防雹衣”

又是一年春茶采摘好时节。连
日来，在镇雄县罗坎镇大庙村白茶种
植基地，绵延数千亩的白茶吐出新
绿。置身其中，春风轻拂，满山茶香
扑鼻而来。

通讯员 罗 伟 鲁 帅 摄

罗坎镇

春日采茶忙

满山飘茶香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聚焦“产业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升人才“浓度”
何 嵘

本报讯（通讯员 彭明星 杨全伟）近日，大关县上高桥
回族彝族苗族乡新民村上下寨片区供水工程成功提水至
山顶，在不依靠电能的情况下，让居住在海拔 2300米左
右的新民村群众喝上了海拔1600米处的山泉水，创造了

“水往高处流”的奇迹。
新民村是大关县上高桥乡海拔最高的一个村，由

于当地属于喀斯特地貌，岩层蓄水性差，水源大多为
季节性水源，难以稳定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用水需求。
新民村洗马溪村民小组村民黄华桥回忆起以前用水的
困难时感叹道：“以前人畜饮水由于天气干旱会导致
水量减少，甚至中断。我作为一个家庭农场主，又养
了二三十头牛，在枯水的时候就只能找车去很远的地
方拉水来喂牛。”在新民村，像黄华桥这样的养殖户还
有很多，目前，全村养牛 1800 余头、猪 3000 余头、羊 500
余只，人畜饮水需求量大。如今，上高桥乡新民村上
下寨片区供水工程为他们引来了“幸福水”，有效保障
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

“这股水通了之后，水量非常充足，极大地解决了用水
困难。下一步，我还想继续扩大养殖规模。”水的问题彻底
解决后，黄华桥开始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据悉，该项工程总投资 2447.76万元，目前建设已近
尾声，只有部分村民的水表还未安装。此项工程的实施，
有力保障了上高桥乡新民、大寨、团结3个村1694户6836
人的饮水安全。上高桥乡水利站站长苟文蕊说：“在前期
找水的过程中，县、乡、村三级共10多个人前后花了一个
多月的时间，从周边的 3个乡镇找了 5股水源，通过比对
取水的条件，最终确定了滮水岩这个水源点。”

苟文蕊口中的滮水岩在大关县玉碗镇境内，是一座
陡峭的悬崖，位于山腰的取水点海拔 1600米，而能覆盖
新民、大寨、团结 3个村的蓄水池，海拔高达 2400米。为
解决海拔高差问题，项目实施中采用了自然能提水技术，
实现了“水往高处流”。

“自然能提水，就是利用水头高差，通过水的势能转
化为动能，用自然能提水设备把水的动能转化为势能。
通俗地来说就是‘大水冲小水’。在后期的运行过程中，
实行远程操控，不需要供电，相较传统提水，有效降低了
运行成本。”大关县水务局农村水利管理站站长刘成东向
笔者介绍了这项技术的工作原理。

“水往高处流”现奇迹

大关提升群众供水保障水平

◆通讯员 彭文琳 文廷菊

近日，巧家县蒙姑镇迎来了一件让居民欢欣鼓舞的
喜事——经过近 3个月的试营业，欣通惠荣（昭通）环保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业，实现了当地居民在家门口
就业顾家两不误的美好愿景。

2021年以来，上海市普陀区和巧家县两地紧紧围绕
“四个+”协作模式，针对巧家县绿色清洁能源的禀赋优
势，引入上海欣通惠荣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4亿元建设绿
色环保产品生产基地。主要以云南当地的甘蔗渣、竹浆
为原材料，生产用以替代传统塑料材质的食品、电子产
品等包装容器。企业拥有50余项行业内领先专利，产品
无毒无污染，可自然降解，生产工艺已具备智能化全自
动生产，全流程实现零排放。

走进该基地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映入眼
帘。全自动生产机器高速运转着，工人忙碌地穿梭在
生产线之间，对生产出的产品进行质量检查。“我在工
厂里面负责的是质检工作，像这种表面有污垢的，或者
有斑点的，就要把它分拣在一边，质量过关的放在另一
边。”蒙姑镇文笔社区居民朱金燕正在将压制好的纸盘
分类整理，她说：“我之前没进过工厂，看到这家工厂离
家近就来上班了，一方面自己可以上班，收入也还不
错，另一方面还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比较方便。”

蒙姑镇绿色环保产品生产基地的建成提供了大量
就业岗位，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应聘。就近就业模式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还能够更好
地照顾家庭。

工人中还有一部分是慕名而来的返乡务工人
员。“我出门打工已有六七年了，去年听说这里新建
了工厂，我们过完年就来这里工作了。在这里工作，
虽然工资没有外面高，但是方便管孩子，我觉得挺好
的。”蒙姑镇文笔社区居民张兴美如是说。东西部协
作援建项目的推进，不仅为巧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
机遇，也促进了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普陀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将有助于提升公司的
运营水平及市场竞争力，同时也为巧家的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欣通惠荣（昭通）环保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
伟民介绍，公司引进了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
上岗前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在
岗位上进行一对一授课，当新人数量达到 3 人以上，品
质主管会集中再次培训。“我们在这里投资建厂就是希
望能促进当地劳动力就业，带动巧家经济发展。接下
来，我们还将开设第二条生产线，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
的就业岗位。”陈伟民说。

据悉，该项目的落地，是巧家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的首次尝试。项目运行后，总部的研发和销售在上海，
生产和原材料供应在云南，沪滇两地各自发挥技术市
场和能源区位优势，协作互补、互利共赢，将有力助推
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区文笔社区产业发展，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促进群众增收，为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巧家：
工厂办到家门口带动务工增收

本报讯（云南日报记者 沈 迅）
近日，昭通市大中小学生同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教学展示
活动在昭通学院举行，来自昭通学院
和市区 4所中小学的师生代表 200余
人参加学习。

近年来，昭通市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聚焦充分发挥好思政课
关键课程作用，在课程资源、教师队
伍、教学教研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创
新，积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

作为昭通市唯一的本科院校，昭
通学院在推进地方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中发挥好牵头作用，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

工作方向，形成以红色文化为主线，
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课程建设为载
体，教学改革为抓手，实践教学建设
为重点，科学研究为支撑，师资队伍
质量为保障的思政课建设模式，持续
推动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

教学展示活动中，各学段教师围

绕立德树人在不同学段的侧重点，从
大学重在使命担当教育、高中重在政
治素养提升、初中重在打牢思想基
础、小学重在道德情感启蒙等方面作
交流发言；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从民族文化传承、坚定文化自
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
面，开展同课异构思政课教学展示。
其间，主办方还组织中小学生到昭通
学院红色扎西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展馆开展实践教学。

昭通市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思政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