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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人才引领发展。近年来，永善县
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聚焦特
色产业发展需求，通过优化要素服务、强
化项目支撑、搭建引才平台等措施，吸纳
各类专家人才推动传统产业做优、主导产
业做强、新兴产业做活、特色产业做实，形
成“人才引领产业，产业集聚人才”的良性
循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优化要素服务
夯实产才发展基础

在永善勇辉蜂业有限公司养蜂基地，
企业负责人彭朝勇正带领工人采集蜂蜜，
刚采收的蜂蜜柔绵清甜。永善县率先出
台蜜蜂产业扶持政策，鼓励养蜂业发展。
勇辉蜂业吸纳 13家专业合作社，建成 27
个示范基地，共养殖蜜蜂 8000余箱，年产
蜂蜜5万余斤，年产值近600万元，带动合
作农户户均增收 1万余元。“感谢政府对
创业者的关怀扶持，助力公司发展壮大的
同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彭朝勇高兴地
说。2019年以来，他免费为群众讲授养殖
技术 50余场次，帮助 1000余名蜂农掌握
养殖技术；引领 200余名退役军人投身养
蜂产业，辐射带动 8000余户群众，覆盖范
围遍及滇川 10 个县区。据估算，他带动
农户发展蜜蜂养殖产业累计实现经济效
益 4800 余万元，为群众增收和乡村振兴
提供了产业支撑。

人才兴产业，产业育人才。近年来，
永善县坚持用足上级政策、用好本地政
策，最大限度地将政策红利向基层倾斜，
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出台扶持政
策。制定出台《特色水果全产业链发展奖
补实施方案》《联农带农经营主体奖补办
法》《加强衔接补助资金支持竹产业收购
加工奖补办法》《永善县红光易迁安置点
扶贫车间入驻管理办法》《永善县“一事一
议”支持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实施细则
（试行）》《永善“乡土人才”“名家、名师、名
医”遴选培养实施办法》等，为优化产业服
务、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全县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强化多元资金保
障。累计投入产业发展资金 37 亿元，用
于改善基础设施、培育产业主体、推广先
进技术等；筹措整合东西部协作、涉农资

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资金4.72亿
元，完善园区基础设施，支持县域产业链
延链、补链、强链；发放产业信贷资金 16
亿元，撬动外来资本及社会资本近 100亿
元，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搭建引才平台。聚焦枇杷、脐橙、沃
柑等特色产业发展，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国际竹藤中心、西南林业大学等“大院大
所大校大企”建立合作关系，引进人才 50
人、资金10.81亿元。同时，发挥云南菜人
家食品有限公司、云南八凯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云南钜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等县内
企业作用，通过成立专家工作站、开展项
目合作、提供定期服务等方式，吸引 141
名省内外专家短期驻留或远程指导。

强化项目支撑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走进位于永善县红光易地搬迁安置
区的云南钜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只见工
人们正在熟练地组装电吹风零部件，测试
机轰鸣作响。董事长王国超带领技术员
对刚下线的产品进行老化测试与负离子
检测。自幼家贫的王国超在外闯荡多年，
钻研电器行业十几年，从优秀工程师成长
为企业家。2019 年，他积极响应永善县

“归雁兴永”行动，返乡创办公司，投资210
万元建成 2 条电器零部件生产线。2024
年，公司产值突破 900 万元，产品质量对
标国内一线品牌，热销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长期吸纳 40 余名劳动
力就业。截至目前，公司获授权专利 19
项，含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除核心产品电吹风外，公司还涉足多
功能茶几等家电领域，填补了永善工业产
品空白，开启了“永善制造”新篇，是“归雁
兴永”行动赋能本土产业的体现。公司的
创新实力在业界获得认可，荣获“彩云汇”
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永善县坚持以高质量人才引领高质
量发展。通过加强与科研机构和专家团
队的信息交流，大胆试验新品种，积极筛
选出符合当地实际的科技成果，大力引进
推广良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得到提
高，群众收入大幅度提升。强化科研项目

支撑。2024 年以来，累计争取科技经费
1280万元，包括：3项高新企业认定奖励、
1个省级专家工作站（省级经费）、2个市
级专家工作站（市级经费）、1个科技重点
研发项目、2 个省级乡村振兴专项（省级
经费）。科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国家产
业体系猕猴桃3名专家开展科技帮扶，先
后在细沙乡引进 18个我国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猕猴桃新品种（包括中科绿猕
1号、2号及猕枣1号），建成4个新品种栽
培示范基地，有 6 个品种在全国首次试
种成功、3 个品种在云南首次试种成功。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选育的新品
种——“长叶香橙”，不仅香气浓郁、口感
好，还具有产量高、出汁率高等特点，被称
为“超长待机的致富果”。

引凤归巢激发县域活力。持续深化
“归雁兴永”行动和“双招双引”机制，常态
化举办人才招聘会、返乡人士代表座谈
会，通过“以才引才”“以商招商”模式，吸
引 140名优秀人才以项目投资、技术指导
等方式反哺家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641

万元，带动 1158名群众实现就业；成功申
报省级创新创业平台7个、市级返乡创业
园2个。

聚焦产业发展
厚植人才成长沃土

天刚破晓，吴安才已穿行在大兴镇老
街社区回龙村民小组的枇杷林间，为群众
讲授枇杷种植技术。“将树修剪成2层，上
层树枝只能少量挂果，这样既通风透光又
可调节树的长势，从而收获更多更好的果
实。”2023年，他牵头成立永善县甜美佳枇
杷种植专业联合社，吸纳41户群众，带领
果农走上增收致富之路。

吴安才响应党组织号召，成立大兴镇
“善果工匠”服务队，带领 41 名农机人员
开展线下培训80余场、线上培训30余场，
覆盖5600余人次。2023年，吴安才获“云
南省农村致富带头人先进个人”称号；
2024 年，被昭通市聘为高原特色农产业

“土专家”。枇杷是永善县重点产业，全县
种植面积突破 10万亩，综合产值达 3.5亿
元。这份产业兴旺的答卷，正是无数如吴

安才般的“善果工匠”用汗水与智慧共同
书写的。

以人为本，让产业在创新中持续升
级。立足产业发展优势，永善县坚持“产
业需求导向、人才价值共创”原则，着力打
造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精
细育才，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化“善果
工匠”省级劳务品牌建设，开展电商人才、
建筑工匠、乡土能工巧匠等培训，共有
2824人次参与，培育种植大户2451户；将
农村实用人才“万人培育”列为县委书记
领办人才项目，新培育农村实用人才
7421 人。同时，与中国农业大学建立校
企合作平台，成立“杨红建专家工作站”
等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创新成立永善
县首所农民田间学校，通过专题讲座、线
上线下辅导、现场示范等方式，助力本土
人才快速成长。

抱团协作，助推产业和人才双向提质
增效。聚焦企业发展“卡脖子”难题，建成
邹丰才、曾云流、赵雪晴等专家工作站，实
施《永善热带亚热带水果提质增效关键技
术集成与示范》《竹笋无硫加工及产品多
样性开发关键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等
国家重点研发课题，推动产业技术攻关升
级。云南七彩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山兴中
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打造集竹子种植、竹
笋加工、产品研发、特产销售为一体的全
产业链。2024年，云南七彩食品有限公司
工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成为昭通市竹产
品加工业中销售收入率先突破 1 亿元的
企业。2025年，云南八凯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成功挂牌上市。

优化生态，厚植产业发展沃土。永善
县投入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240万元，精准
破解人才引育留用难题；持续深化政策上
门讲、意见上门听、服务上门办“三上门”
工作，线上线下开展人才政策宣传活动
30余场，进一步畅通企业引才用才渠道；
实施人才激励培育工程，树立“尊才爱才
重才”导向，培育出一批先进典型——彭
朝勇获评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吴剑锋
入选“云南省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王秀
芬荣获“省级乡村工匠名师”称号，以榜样
力量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人才引领产业 产业集聚人才
——永善县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通讯员 唐 燕 陈 立 文/图

从 1 串到 6000 万串的蝶变
——云南串头食品有限公司以“烟火气”点燃乡村振兴产业引擎纪实

记者 马礼琼/文 张广玉/图

工人在小肉串生产车间忙碌。

夏夜街头，烧烤摊的铁架上，一把把
昭通小肉串滋滋作响，油星溅起的瞬间，
混合着独特的酱汁和辣椒面的香气漫过
街头巷尾。“来 100 串小肉串，多放点辣
椒！”顾客的喧嚷声此起彼伏。这样烟火
气十足的场景每天都在全国 8000 多家

“昭通小肉串”门店上演。撑起这份热闹
的，正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昭通小肉串产
业链。从昭阳区守望回族乡成长起来的
云南串头食品有限公司正是这条产业链
上的代表企业之一。

破局：闲置仓库里“串”出产业新路径

云南串头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当时的昭通小肉串虽有口碑，却以“夫
妻店”模式为主，烦琐的选材工序与耗时
耗力的手工穿串环节犹如两座大山，压得
从业者难以扩大规模。要让昭通小肉串
走出街头，必须走标准化之路。

在守望乡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该公
司创始团队把当地一座废弃的烟草仓库改
造成食品加工基地。5座冷库、3000平方米
的生产车间里，身着无菌服的工人有序切
肉、穿串、打包，日均15万串小肉串从这里

发往全国各地。2024年，公司产销量近6000
万串，总产值突破3000万元。

作为昭通市首家将闲置资产改为食
品车间的企业，云南串头食品有限公司创
新推行“资产盘活+产业振兴”双轮驱动
模式，让旧仓库焕发新生，成为乡村振兴
的“引擎”。该公司累计带动守望乡及周
边 500 名村民就近就业，其中脱贫户占
35%，人均年增收4万元。2023年，该模式
获评市、区两级乡村振兴优秀案例，公司
也先后被评为“昭通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省级劳务品牌就业基地”。

“过去靠种地、打零工糊口，如今就在
家门口上班，每月能拿6000元，还能照顾老
人和孩子。”守望乡村民马光英高兴地说
道。目前，像她这样的正式员工有52人，季
节性用工日均超过110人，越来越多的乡亲
在小肉串产业链上找到了稳稳的幸福。

赋能：全链条激活乡村经济“生态圈”

昭通小肉串产业的兴起，为产业链上
游的肉牛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
益。守望乡水井湾社区的陈司其一家世
代养牛，过去每天最多屠宰 2头牛且销路

不畅；如今，串头公司每日固定收购 5 头
牛。陈司其乐呵呵地说：“需求量稳定增
长，我们再也不用为销路发愁了。”这种

“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将分散的养殖
户融入产业链，使其从昔日的“单打独斗”
变为今日的“产业合伙人”。

产业链下游的烧烤店也在这场产业
变革中获益匪浅。位于昭阳区省耕山水
的陈其烧烤店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以前
每天一大早就要去市场采购原料，还要雇
2个人穿串，每月人工成本超过 6000 元，
还常常因品质问题遭客人投诉。现在直
接从云南串头食品有限公司进货，规格统
一、品质可靠，既降成本又稳口碑，回头客
激增，月利润显著提升！”

云南串头食品有限公司打造“养殖—屠
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模式，实现各环
节参与者共享发展红利。

升级：技能与创业双轮驱动筑牢产业根基

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才梯队的
坚实支撑。云南串头食品有限公司在延
伸产业链中，始终将技能提升与创业孵化
作为并行的发展引擎，既为行业培育专业

人才，也为创业者铺就成长之路。
在技能培育方面，公司系统性构建人

才培养体系：定期举办技术培训与烧烤技
能竞赛，提升烧烤工的实操能力；联合相
关部门制定小肉串行业操作标准，开发覆
盖食材处理、烤制工艺、食品安全等模块
的定制化课程，助推从业人员技能与职业
素养同步提升。2024年以来，公司承办由
昭阳区人社局组织的昭通小肉串制作专
项培训班4期，累计培训学员600余人，为
产业发展持续输送技能型人才。

针对有创业意愿的群体，公司充分发
挥“创业导师”作用，依托成熟的供应链搭
建创业服务平台。从前期的市场调研、客
户群体定位，到中期的选址装修，再到后
期的运营管理、营销策划，公司提供全流
程创业指导。通过系统化的帮扶方案，既
帮助创业者规避风险，又推动更多人依托
小肉串产业实现创业梦想，形成“技能人
才支撑产业、创业群体反哺产业”的良性
发展格局。

捐赠：传递温暖彰显企业担当

云南串头食品有限公司
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始终不忘
肩头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
公益事业。2022年10月疫
情期间，公司紧急调配物资，
向当地捐赠折叠床、烤火器
等生活物资，总价值达2万
余元。2024年春节期间，
公司为水井湾社区50户
困难群众送去米、油等
生活必需品。

这些善举，
既是公司对当
地社区的回
馈，也是其
践行社会

责任的生动体现——不仅饱含着对社区群
众的关爱，也彰显了对社会的担当，展现了
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心系群众、关
爱社会的大爱情怀。

展望：1.5万家门店勾勒品牌蓝图

云南串头食品有限公司计划投入820
万元，用于产能升级建设，具体包括：车间
规范化管理改造、水利设施建设、新型加工
设备购置、新产品研发，以及新建速冻间、
冻库、2条现代化生产流水线和精制包装
车间。该项目预计可新增就业岗位100余
个，将有效带动当地更多群众就业增收。

“昭通小肉串市场前景广阔，我们致力
于让更多人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品味‘有一种叫昭通小肉串的味道’。”云
南串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欧介绍，目
前公司正在联合人社部门推出“烤串师”
职业认证标准体系，计划未来 5 年在二、
三线城市及县域市场布局 1.5万家门店，
通过“中央工厂+区域分销”模式降低物
流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夜色渐深，昭通街头的烧烤摊依然人
声鼎沸。烧烤师傅手中翻飞的竹签，串起
地道的昭通美味，也串起产业升级与乡村
振兴的美好愿景。在不远处的标准化厂
房内，新一批品质优良的小肉串已完成包

装，即将通过冷链物流，将这份独特的
烟火气息传递至全国各地。

香气四溢的小肉串。

永善县永兴街道明子村乡土人才察看葡萄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