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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游 考 董建军 韩兴
国）7月7日，市委书记苏永忠到云南永
孜堂制药有限公司调研时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
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部署要求，保
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心，坚定不移
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云南永孜堂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以
来，一直致力于立足昭通道地药材资
源优势研发现代高原植物药，以昭通
天麻为主要原料的天麻醒脑胶囊等产
品广受市场青睐。苏永忠一行先后走

进企业药材库、成品库、展厅、生产车
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共同
研究解决企业困难和问题。当了解到
企业现有生产能力不能满足快速增长
的销售需求时，苏永忠鼓励企业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坚定不移扩能增产，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求市直相关部
门和昭阳区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苏永忠指出，昭通生态环境良好，
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独特，中药材资
源丰富。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进
一步聚焦中成药主业，加大创新研发

力度，更好地推动企业生物医药技术
优势与昭通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深
度结合，充分挖掘以昭通天麻为代表
的中药材资源价值，努力研发更多优
质的中成药产品，不断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

苏永忠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同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贯通起来，
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
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

力，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要认真落实省委一体推
进“三大经济”部署，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着力延链补链
强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做优做
大资源型产业。要把优良作风体现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牢固树立“人人都
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
念，认真践行“主动想、扎实干、看效
果”抓工作“三部曲”，全力打造新时代

“昭通印象”，切实以一流营商环境为
企业保驾护航。

陆颖、毛玖明、夏维勇参加。

本报讯（记者 苏 秀）7月 7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杨承新主持召开政银
企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进一步深化政银企合作，搭建互利共
赢平台，以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高质
量发展。

会上，金融行业主管部门、金融机
构及企业代表三方围绕全市金融运行
情况、项目融资期望、深化普惠金融、
保障“保交楼”及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等工作，面对面谈成绩、谈不
足，讲问题、讲措施，既交心，又交底。

杨承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
核心。今年以来，行业主管部门、金
融机构及企业围绕中心工作，积极服
务大局，始终秉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
与人民性，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杨承新强调，政府部门要树牢服
务意识，推动政府资源高效链接融资
行为。服务要简，提优办事、办证、办
件等工作效能，提速立项、用地、环评
等工作环节，全力破除融资过程中的

“中梗阻”；工作要实，抓紧审计、统筹

“三资”、推动融资，确保如期完成目
标；资源要统，聚焦重点融资项目，用
足用活政策，推动银行愿贷、企业能
贷，助力融资落地。

杨承新强调，金融机构要树牢
共生意识，推动银行资金精准对接
融资需求。聚焦当务之急，发挥优
势，以金融“活水”助力经营主体实
现融资目标。提高服务之效，千方
百 计 创 设 融 资 条 件 ，提 高 融 资 效
率，确保贷款稳步增长。创优产品
之 能 ，坚 持“ 一 业 一 策 ”“ 一 企 一
策”，拓宽“竹子贷”“天麻贷”等创

新产品应用场景，将金融资源转化
为经济活力。

杨承新强调，企业要树牢自强
意识，推动企业资质有力承接融资
供给。立足主业站稳阵脚，剥离非
优势产业，延伸产业链，增强营收能
力。着眼市场提升内力，加强创新、
优化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遵守
法规树好形象，主动接受监督，坚持
政银企三方同心同德、同向而行，为
全市经济转型升级和民生改善贡献
力量。

夏维勇、刘和开、马洪旗参加会议。

杨承新主持召开政银企座谈会时强调

筑牢服务之基 厚植共生之壤 淬炼自强之力
以 高 质 量 金 融 服 务 赋 能 高 质 量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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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是党中央对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作出的重要部署，充分彰显
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云南省昭通
市是全国脱贫人口最多的地级市，
有 185.07 万脱贫人口，11 个县（市、
区）中有 8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517名干部人才组团帮扶 8家
医院、11 所学校、15 个农业产业。
昭通市应当围绕自身发展所需、群
众所盼、人才所能，用好用活“组团
式”帮扶，着力打造“组团式”帮扶

“昭通经验”，绘就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昭通

“新图景”。
强化“三项保障”

确保“组团式”帮扶落地落实
“组团式”帮扶是一项系统工

程，强有力的组织服务保障是必备
条件。我们认真落实“精准、可实
现、可持续、有成效”总要求，以全过
程的服务保障打造“组团式”帮扶

“人才之家”。
强化组织保障。坚持把“组团

式”帮扶工作作为各级党委“一把手”
工程，纳入单位年度综合考核及各级
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各级组织部
长抓人才工作述职评议重要内容，建
立健全“组团式”帮扶工作领导小组
和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市级统
筹督促、县级具体落实、部门协同联
动”的工作机制，形成“各级书记带头
抓、组织部长具体抓、院长（校长）一
线抓”的工作格局。

强化工作保障。因地制宜制

定“组团式”帮扶“一县一方案”，
“一院一策、一校一策、一产一策”
提出帮扶需求清单，实现帮扶人才
与帮扶需求精准对接。坚持任实
职、给实权、担实责的鲜明导向，将
8 名医疗专家任命为受援医院院长
或常务副院长、将 11 名帮扶教师任
命为受援学校校长、将 30 名科技特
派团成员任命为产业组长，让帮扶
人才“放开手脚”工作，确保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

强化生活保障。始终把促进帮
扶人才工作融入、生活融入、情感融
入作为服务保障的切入点，建立健
全帮扶人才定期交心谈心、走访慰
问、解难帮困等制度，为全体帮扶人
才发放“帮扶证书”和“兴昭惠才
卡”，提供交通出行、体检医疗、职称
评审等 17 项人才礼遇，及时足额发
放艰苦边远津贴，全面做好帮扶人
才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基础保
障，切实让帮扶人才在昭通工作舒
心、生活安心。

走实“三条路径”
增强“组团式”帮扶“造血”功能
“组团式”帮扶是一种“造血式”

帮扶，关键是要引进人才、培育人
才、用好人才。我们坚持“输血”“造
血”并重，综合采取结对帮带、柔性
引才、跟班锻炼等措施，着力育强本
土人才队伍，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工
作队”。

实行师带徒“帮带培养”。用好
用活“组团式”帮扶“智力引擎”，建
立帮扶人才与本土人才“一带三”的
师带徒人才培养机制，成功申报省
级人才带培项目 12 个，由帮扶人才

结对带培 606 名本土医生、548 名本
土教师、633 名本土农技人员，把先
进的理念和技术“带土移植”到受援
医院、学校和产业。受援医院4名本
土医生发表 SCI论文 3篇，实现全市
县级医院“零”的突破；受援学校培
养市级以上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51 名；带培农村产业发展“土专家”
2000余名。

争取引进来“传经送宝”。实施
“组团式”帮扶“筑巢引凤”工程，投
入3100万元建立27个帮扶专家工作
站，引进 43名“名医”、79名“名师”、
250 名科技专家到昭通开展柔性帮
扶，推动全市与市外14家三甲医院、
45 所优质中学、27 所高校（科研院
所）深入开展院地合作、校地合作，
全市 11 个县（市、区）人民医院全部
晋级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创成一
级高级完全中学 15 所，申报实施产
业类省级以上科技项目 12 个，全国
首条“土豆米”生产线在昭通市巧家
县建成投产。

主动走出去“取经学习”。依托
帮扶干部人才派出单位资源优势，
搭建本土人才培养培育平台，累计
选派 782 名骨干医师、579 名教师到
帮扶单位所在地的优质医院和学校
跟岗学习、进修培训，选派1856名农
科人员参加异地脱产培训，组织
3678 名干部人才外出交流学习，着
力打造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本土
人才队伍。

促进“三个转变”
推动“组团式”帮扶提质增效
“组团式”帮扶关键要帮在点

上、扶到根上，真正让群众得到实

惠。我们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注重提高“组团式”帮扶
质效，着力建设一批群众“家门口”
的好医院、好学校，培育壮大一批乡
村富民产业，推动帮扶成果从“点上
出彩”到“面上开花”。

促进“能看病”向“看好病”转
变。受援医院全面建成胸痛、卒中、
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
救治“五大中心”，填补了526项医疗
技术空白，突破性开展了直肠癌、甲
状腺癌根治术等95台高难度系数的
县级医院“首例”手术，患者住院费
用、住院时间实现“双下降”，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全国一流的医
疗资源。

促进“有学上”向“上好学”转
变。通过组建“帮扶学校联盟”，将
帮扶一校的“小组团”变为帮扶一县
的“大组团”，带动全市教育事业实
现办学理念之变、教学方式之变、教
育质量之变。全市中考合格率从
2022 年 的 50.5% 提 高 到 2024 年 的
72.9%，高考本科上线率从 2022年的
39.6%提高到 2024 年的 50.4%，首次
超过云南省平均水平。

促进“能脱贫”向“能致富”转
变。通过科技赋能乡村富民产业，
全市引进推广农业新品种287个，攻
克关键技术86项，培育新增164家农
业龙头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有
力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全市脱
贫 群 众 人 均 纯 收 入 从 2022 年 的
13233元增加至2024年的18000元以
上，年均增长超过 16%，增速连续 3
年居云南省第1位。

（《学习时报》7月4日第7版）

用好用活“组团式”帮扶 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昭通市委书记 苏永忠

永善首次应用重载无人机
助力迎峰度夏电力供应

本报讯（记者 陈忠华 姜跃武 钟露霞）近日，记者走
进位于云南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箐门片区的昭通旭合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旭合科技”），宽敞明
亮的太阳能板生产车间内，少有工作人员的身影，一条条
生产线（拉伸直线长达 260米）正在运转，一只只机械臂
不停地抓取光伏玻璃和相关配件、组件并将它们送上生
产线，每一道工序都行云流水。在各关键生产环节驻守
的为数不多的技术人员，仅需负责对突发状况进行处理。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云南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
径。近年来，昭通市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和发
展“三大经济”要求，围绕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精准
发力，全力打造绿色能源产业、绿色硅铝产业等“五个千
亿元级产业”，加快推进“能源强市”建设。

安徽旭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旭合
科技”）是一家专注于高效光伏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
服务的集成供应商。今年 1月 8日，昭通市委、市政府与
安徽旭合科技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决定在云南昭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投资3.5亿元，建设一条产能2.5吉瓦、年产值
15亿元、年纳税 5000万元的高效全自动化光伏组件（太
阳能板）生产线。随后，昭通旭合科技注册成立，租用了
近1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通过紧张的厂房改造、机电配
套建设、生产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于3月正式投产。

“这是全行业内一条全新的高效光伏组件生产线，最
快可16秒生产一块太阳能板，这个车间每天能生产5000
块。”昭通旭合科技设备经理郭仕清自信地对记者说。

光伏产业强链条，能源强市添新军。近年来，昭通市
委、市政府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充分发挥绿色能源和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推动硅矿、多晶硅、光伏玻璃、太阳能板等光伏产业延
链补链强链。昭通旭合科技总经理简永表示：“地方党
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十分支持项目的建设，从公司注
册、项目备案到行政审批，各环节都有工作人员协助办
理，园区快速完成了物流通道、电力配套等建设，为项目
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了解，昭通旭合科技高效太阳能板生产线是集成
工业 4.0 标准的生产体系，填补了滇东北地区光伏制造
产业的空白。昭通旭合科技通过构建新能源光伏产业
链支点，深度融入“金沙江下游风光水储一体化基地”战
略布局。依托昭通区位优势，其产品将辐射我国西南地
区和南亚、东南亚市场。截至目前，公司产值已超过
5000万元。

昭通“能源强市”添新军

华灯初上，巧家县玉屏街道天生梁子夜市逐渐热闹
起来。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与烧烤摊前人们爽朗欢快的
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曲激情四射的市井交响
乐。小小夜市藏着大民生：一头拴着摊主们的生计，托
起一个个家庭的希望；一头系着城市的脉搏，让夜晚的
街巷有了跳动的活力。这抹跃动的“人间烟火”，不仅
点亮了城市的夜，更像一汪活水，为巧家县的发展注入
着源源不断的动能。

通讯员 张顺富 陈红云 摄

巧家天生梁子夜市

业态丰富活力足

本报讯（记者 魏 国 通讯员 李孝伟）近日，在永善
县团结乡双河村大河坝 10千伏配网基建现场，2架重载
无人机在深邃峡谷间沉稳穿梭，将沉重的电力工程物资
精准投送至指定塔基。这是昭通永善供电局首次使用重
载无人机进行电力工程物资吊装运输，标志着当地电网
工程建设方式取得重要突破。

“这是昭通永善供电局首次采用重载无人机对电力
工程物资进行吊装。”昭通永善供电局团结供电所所长肖
君涛指着空中往返的无人机说，“我们所用的无人机每次
可载重160斤，往返一趟仅需2分钟。这不仅极大提升了
运输效率，更重要的是，完全规避了人工运输的高风险，
保障了施工人员的安全。”

无人机的成功应用，直接服务于团结乡 2条 10千伏
配网联络线的建设。据肖君涛介绍，正在建设的10千伏
川岩线未来将与10千伏佛滩线形成联络供电；另一条联
络线则计划连接大关县高桥镇电网。项目建成后，将首
次实现团结乡配网与相邻县、乡电网的全部有效联络，彻
底解决该乡配网转供能力严重不足的历史难题，全面提
升9个行政村的供电可靠性和电网抗风险能力。

据了解，除了建设环节，昭通永善供电局还在运维保
障上加大科技投入。今年以来，昭通永善供电局开展无
人机巡检212次，巡查供电线路1236公里，排查消除隐患
295处；应用电能电压智能监控系统、激光清障仪等技术
手段，构建了立体化的电网安全保障体系，全力确保迎峰
度夏期间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