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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士成大业，群贤
济弘绩。“人才”二字，寥寥数笔，
却是活力之源、创新之核、发展

之要、强市之基，也是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近年来，巧家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把人才作为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第
一资源，大力实施“人才强县”战略，以求
贤若渴之心引才聚才，以夯基垒台之举育
才强才，以筑巢引凤之策爱才留才，让巧
家成为各类人才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热
土，为县域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
撑和智力保障。

党管人才，构建人才工作“大格局”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

“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始终把人才作为
强县之本、创新之源、发展之基，借势借力补
齐人才工作短板，全力赢得人才工作主动
权，不断开创新时代巧家人才工作新局面。”

今年 6月，巧家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召开，深入落实党管人才原
则，对全县人才工作再次进行系统谋划部
署，全县人才工作掀开崭新篇章。

党管人才是实施人才战略的根本保
证，也是实现人才优先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直以来，巧家始终把深化党管人才作为
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定期谋划部署，强
化顶层设计，与全县中心工作统筹、一体
推进，形成人才工作新格局，全力推动新
时代人才工作驶入“快车道”。

2023年以来，巧家县各级各部门召开
人才工作会议 147次，传达学习人才工作
相关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和相关
文件，部署人才工作重点任务，切实抓好
抓实人才工作。利用“线上+线下”的方
式，深入企业、学校、医院、创新创业主体
等企事业单位和通过网络直播宣传人才
支持政策 107场 24515人次。并先后出台

《巧家县人才支撑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巧家籍在外优秀人才“归雁兴
巧”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等政策，围绕
医疗、教育、产业等重点行业领域，成功引
进优秀人才 698 人，其中博士 15 人、硕士
51人。依托昭通市“求贤台”发布企业人
才需求 4次，助力企业引进 18名高层次优
秀人才，为在巧家干事创业的各类高层次
人才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快捷高效的
服务。

精准引才，形成人才集聚“新高地”
引天下英才而聚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以诚相许，以诚相待。在巧家，人才工作

已成为真正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巧家
紧紧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广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高质量引进和培育各类人才。

为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2023 年，
巧家制定了《巧家县“兴巧人才”引进培
养实施办法》，对人才职能职责、配套经
费、考核办法、配套服务作了明确，不仅
为选派人才配套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
而且针对考核等次为“优秀”的选派人
才，给予优先参加职称申报评审、优先作
为县委联系专家遴选人选、优先申报人
才项目支持等优惠政策，从工作和生活
上关心关爱选派人才，让选派人才在村
（社区）安心干事、创业，推动“万名人才
兴万村”行动常态长效化。释放强烈引
才信号，启动 2023 年度“兴巧人才”引进
培养申报推荐工作，引进、培养一批优秀
教育类人才、医疗类人才、产业创新类人
才、创业类人才及其他类人才，最高给予
每年60万元补贴，以高质量人才工作赋能
巧家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此外，巧家县委人才办还到云南农业
大学、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等高校开展招才
引智活动，通过视频推介巧家县经济社会
发展现状、宣讲巧家县“兴巧人才”引培办
法及“兴巧人才卡”等政策、推介岗位、登
记意向生源，解答有关人才政策咨询，并
组织召开硕士、博士研究生座谈会，动员
高学历人才回巧家就业，吸引了大量昭通
籍和市外籍的应届毕业生、在读大学生前
来参加。

为更好地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落实
分层分类联系专家制度，举办为期 5天的
2023年专家人才研修班，加大对专家人才
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制定涉及7个方
面22条具体措施的《巧家县“兴巧人才卡”
制度实施办法（试行）》，高品质打造 20套
人才公寓。成立 1 个省级教学名师工作
室，1人入选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
4人入选昭通市“兴昭人才支持计划”，组
织 16名教师申报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
认定。指导人才集中行业主管部门结合
工作实际分别建立健全人才基础库28448
人、需求库 5837 人和目标库 81 人。落实
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做好对专家人才
的政治引领和关心关怀，对教育、医疗行

业专家人才全覆盖进行走访慰问，营造尊
贤重才、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此心安处是吾乡。”巧家以最大的热
情、最足的诚意、最真的情怀礼遇人才，让
发展与梦想在金沙江畔实现同频共振。

高质育才，打造人才成长“加速器”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

在教化。
近年来，巧家县紧紧围绕工作大局和

发展需要，在着力引进人才的同时，不断
加大对本土人才的挖掘和培养。

“目前学校主要是推动校企和校校的
深度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实现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巧家
县职业高级中学教务主任杨发翠介绍，巧
家县职业高级中学下一步还将紧紧围绕
全县乡村振兴和“两区一地”建设，以农民
工技能培训为主，并承接全县机关、企事
业单位培训任务，为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城市和人才的最好关系，向来是共同
成长、相互成就。2023 年以来，巧家深化

“大院大所大校大企”合作，与三峡集团、
云南省中医医院等省内外“大院大所大校
大企”签订合作协议，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加快推动建设一批创新载体、转移转化一
批科技成果、集聚一批创新创业人才团
队，为巧家高质量发展导入更多高端支
持。截至目前，新成立4个云南省基层专家
科研工作站、1个昭通市院士专家工作站。

同时，多次组织召开“组团式”帮扶工
作推进会，并选派8名本土医疗人才到帮扶
医院、21名本土教师到帮扶学校跟岗锻炼，
按照1:3比例推动31名帮扶团队专家与93
名本地人才开展结对，选派50名品学兼优
的学生到上海进行研修访学。在教育团队
的助力下，10名“组团式”教育帮扶教师对
巧家县第二中学倾情支援，推动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在医疗团队的助力下，受帮扶
医院突破性开展骨髓穿刺术等6项新技术，
疑难危重症、血液及风湿系统疾病患者的外
转率明显下降。在科技特派团的助力下，引
进各类新品种，蚕丝产量增长率为12.5%，生
猪饲养成本降低 5%，甘蓝类蔬菜增产
5.68%。依托东西部协作优质资源，自主选
派 145名干部到上海市跟岗学习、专题培
训。组织专业技术人才参与技能提升分类
培训18943人次，学历提升58人，专业技术
职称37人，职业资格证书认定2463人。培

育高素质农民367人。深入贯彻落实“技能
昭通行动”，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班级
78个，培训农村劳动力4970人次，其中开展
创业培训795人次，取得职业资格证或技能
等级类证书2463人。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
354人次，技师33人次。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国运
方兴。如今的巧家正在成为各类人才大
有作为的热土，一揽子有利政策、一系列
暖心服务让广大人才在这里施展才华、建
功立业……

创新引领的巧家，渴求人才；包容开
放的巧家，呼唤人才；精彩筑梦的巧家，成
就人才。

踏上新征程，巧家的发展需要人才，发
展的巧家成就人才。未来，巧家县还将以海
纳百川的胸怀广纳人才，以求贤若渴的态度
爱惜人才，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服务人才，奋
力谱写新时代巧家人才工作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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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雄县西南有一个紧邻贵州省的地
方叫以古镇，与县里其他乡镇一样，乡镇
下面总有一个村的名字与之相似，这就
是我们驻村的地方——以古村，是以古
镇集镇所在地，21.7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上
居住着 4000 余村民，其中有近 1000 名彝
族和苗族同胞，因其平均海拔 1820 米、年
平均气温 15℃、湿度在 80%以上，气候呈
现出“春迟、夏短、秋冷、冬长”的特点。
地处偏远且高寒多雨雪，成为生活在这
里的村民发展的最大阻碍。

近年来，党和国家给予了诸多的项目
扶持，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
下，以古村也迎来了生机和活力，全村经
济实现了从依靠传统种植养殖向依靠现
代化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的转变，群众的
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呈现出
一派经济向好发展、民族团结融洽的美
好景象。

脱贫攻坚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乡
村振兴指明了下一步发展方向，巩固衔
接阶段，让“小步快走”的以古村也获得
一个绝佳的发展时机。由市政府办、县
政府办派驻的 3名驻村工作队队员，紧紧
结合当前形势，密切联合镇、村、组干部，
牢记自身职能职责、不忘初心使命，严格
对标对表工作任务清单，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中书写了驻村
新篇章，在为民办事服务过程中留下了
许多难忘的瞬间。

一份责任尽显担当
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尽职尽

责就是一个在说话办事上勇于担当、真
正担当的过程。对此，曾国藩说了这样

一句话：“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
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基层工作
纷繁复杂，对于驻村工作队来讲首要的
就是帮扶。在帮扶期间，作为驻村第一
书记的我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有 1 户
农户，妻子患了病需要很大一笔医疗费
用，在得知消息后，我和村干部随即入户
开展调查核实，了解到该户家庭收入一
般，但一个儿子购置了一辆小轿车，又不
符合农村低保的申请标准。对于一个务
工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这笔医疗费用
还是压力很大的，农户的主要反映是想
争取看病就医的报销比例，以减轻压
力。该怎么去帮他们？这是很多基层工
作者面对此类情形需要思考的问题，直
接帮，政策不允许；不帮，老乡对你有意
见。按照政策的相关规定，我第一时间
向该户作了必要的解释，也提出了相应
的建议，我建议他们先将车处理了解决
燃眉之急，对于家庭困难政府再想办法
给予了相应的政策帮扶。同时，帮助该
户申请临时救助，帮助他们先把病人送
去就医，看到我们的真心帮助，儿子也卖
掉了小轿车，将钱用于支付其母亲的医
疗费用，最后，驻村工作队协助镇、村干
部将该户核定为低保户，解决了他们的

后顾之忧。如何解决群众反映的诉求、
困难，是在机关工作的同志很难体会到
的，但对于村干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情。在基层工作，更需要基层工作者坚
决扛实责任、下足功夫、做实工作。

一片真情彰显实意
对于农村工作，懂政策法规很重要，

道理情感也不能缺少，一位有着丰富农
村工作经历的同志曾说过：“农村工作的
要诀，就是要掌握并运用好‘情、理、法’
三个字。”有一则小故事，也是发生在我
身上，在收缴农村合作医疗费时遇到一
户我的包保户，两名 70 多岁的老年人
常年在家，儿子在外务工，老人的话讲
得很平缓但听着总觉得很心酸。老人
说：“前两天才去银行查过，低保的钱没
到账，可不可以缓两天，到时候加上儿
子共 3 人的费用我一起缴上。”随后，我
给他在外务工的儿子打了电话，核实
了也确实因为老板没发工资暂时没办
法打钱过来……面对时间的要求，在
征得他们同意后，我答应帮他们一家
先行垫缴，在两三天后，
老 人 便 带 着 从 银 行
取 来 的 钱 来 到 村
委 会 缴 纳 合 作

医疗费。事情虽小，却体现了驻村工作
队对群众的真心实意，驻村工作得到了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干部与群众建立
的良好情感和友谊就像催化剂，可让政
策很好落地、可让工作顺利开展、可让
这个地方充满和谐。

一丝温暖流露心间
以古村气候是很独特的，就算在夏

天，早晚也要披一件外套。无论世间多
寒冷，总有温暖存人心。那是在去年的
冬天，天气十分寒冷，大部分时间都有冰
凌覆盖。一天午饭后，我带着队员把之
前准备好的衣物发放给群众，其间，遇到
工作队员张子午的 2 户包保户，一户是
哥哥，一户是弟弟，家里面也没有其他亲
人，弟弟智力低下还伴有眼疾，当把衣物
送到弟弟手里的时候，他激动得大声喊：

“大哥，这件是西装，我太喜欢了。”在临
走时，队员张子午表示如果还有多余
的物资再送些给他们。其实，在
政策覆盖过后，驻村工作队看
到有子女教育压力大的农户

家庭，就努力帮助他
们申请慈善救助

金；对于生活
困 难 家

庭，就及时给他们发放慰问金、棉被、衣
物等；在进行残疾人集中评定时，就逐家
逐户通知，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位残疾人，
最终引导他们一步步完成评定流程；在
了解到学生们的学习困难时，又主动为
他们添置学习用品。

驻村工作队是一个地方的变量，变量
发挥作用就会有变化，只要他们具备了政
策业务的深度、为民服务的温度、工作开
展的精度、关心帮助的广度，就一定会在
这里雕刻好驻村的时光，留下驻村工作队
队员的美好足迹。

遇见，在以古
市政府办驻镇雄县以古村第一书记 董国彬 文/图

专家讲授半细毛羊培育技术专家讲授半细毛羊培育技术。。

巧家在昆企业人才工作座谈会。

农业专家讲授花椒管护技术。

驻村工作队队员走访村民。 驻村工作队队员与村民共话发展。

驻村工作队队员调研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