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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和校长带队赴姚安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并看望驻村队员 

 

8月 10日，校长李永和带队赴姚安县开展实地调研并看望学校驻

村队员。 

  



调研期间，李永和一行先后前往姚安县官屯、光禄、前场等乡镇

就乡村振兴工作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姚安“一县一业”花卉产业等特

色产业以及农文旅融合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工作。参观了

滇耘花卉种植基地、现代花卉产业园、云秀花卉、花当家等企业，考

察了马游村、小邑村、石河村等乡村治理及村庄运营情况，并就我校

共建的姚安花卉科技小院工作进行了指导，与当地农业企业、村委会

干部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前场镇石河村，李永和详细了解我校驻村队员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并对驻村干部的辛勤工作和奉献表示感谢，叮嘱尽快适应工作要

求、熟悉村情民意，充分发挥好学校与帮扶村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扎实做好驻村各项工作，助力姚安乡村振兴。 

  

学校国内合作与社会服务处、科学技术处、园林园艺学院、食品

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负责人及专家参加了活动，中国国土

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沈泽江、姚安县委副书记杨馥华及县农业农村局等

相关领导参加调研。 



校党委副书记黄鹤平出席“头雁”项目签字仪式 

 

8月 10日上午，根据云南省 2023 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中标公告，学校与中山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成为我省 

2023 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实施的培育机构。为

推进 2023 年项目有序实施，学校与采购方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正式签订《云南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政府采购

合同。校党委副书记黄鹤平出席签字仪式。 

 

受学校委托，继续教育学院（云南农村干部培训基地）副主任杨

文良与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付晴岚签订了采购合同，云南省

农业农村厅人事处、相关培训机构负责人出席会议。付晴岚主持签字

仪式并对项目实施作出具体的要求与部署，她从宏观质量监控到具体

实施微观把控，提出了具体要求，并要求中标单位要突出重点，抓牢

抓实培训，真正为云南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三所高校围绕推进云南农业现代化人才需求以及头雁实施要求，

从各高校自身优势出发，各抒己见。我校“头雁”项目具体实施负责

人就云南农业现状和乡村产业实际出发，集聚各方资源，确定需求导

向、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聚焦学员短板弱项，量身定制模块内容和

培育方式，如何突破创造性地开展培训，做了交流发言。 

今年培训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260人，项目资金为 520万元；去

年中标 300人，资金项目 600万元。我校是云南省唯一两次中标的

“头雁”培育单位，累计投入项目资金 1120万元。此项目的实施，将

为云南省培养一批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应，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

片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队伍，为云南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范源洪副院长到通海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调研并授牌 

 

8月 8日，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范源洪，带领国

内合作与社会服务处相关负责人来到通海县秀山镇六一社区通海农民

院士科技服务站开展调研。范源洪一行来到通海农民院士科技服务

站，查看实验室、老师和学生宿舍，了解驻站师生工作和生活情况，

并对服务站日常工作规范提出意见和建议。 

 

调研期间，在六一社区召开通海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座谈会，并

举行授牌仪式。通海县副县长王华明，学校相关部门、通海农民院士

科技服务站相关负责人，通海县、街道和社区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了座

谈会和授牌仪式。范源洪就通海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的发展定位，如

何做好人才培养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未来如何开展工作提

出了希望和要求。 



  

 

会后，在县、街道和社区相关领导的陪同下，范源洪一行视察了

菜稻协同轮作水稻田。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站长汤东生汇报了自今年 

4 月以来，通海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在六一社区开展的稻菜轮作试验，

开展试验的目的、目标和工作进展等情况。 

 

 

 

 

 

 

 

 

 

 

 

 

 



范源洪副院长带队参加华宁柑桔产业发展论坛 

并签订合作协议 

 

8月 9日上午，2023中国·华宁极早熟柑桔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玉溪市华宁县举行，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范源洪

带队参加，并与华宁县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学校国内合作与社会

服务处、相关学院教师参加活动。 

 

此次论坛邀请国内 7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柑桔产业发展

形势分析、华宁特早熟、早熟柑桔提质增效展开交流探讨、品牌推

介，共谋华宁柑桔产业创新发展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学校热带

作物学院院长杨学虎应邀作《云南省早熟柑桔产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主旨演讲。 

 



农学院在禄劝、姚安及大理市古生村开展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 

为响应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联盟的号

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的回信

精神，7月 15日，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结合学院自身优势与特点，组

建“强农有我 助力乡村振兴”实践队，前往禄劝县、姚安县、大理市

三地开展为期 7天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禄劝县，实践队队员们参观了云南禄劝农业科学技术应用专家聚

集效应发展中心和学校成果转化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践劳动，

在九龙红军烈士洞的纪念碑前悼念英勇就义的红军战士，在禄劝县红

军小学里开展支教活动，建立“一对一”的帮扶关系。在姚安，同学

们前往学校的扶贫点木薯村，体会党对“三农”问题的关切与希冀。

同时，实践队还与姚安县木薯村党总支开展了支部共建活动，重温入

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 



 

在大理古生村，实践队队员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体会

“洱海无弦万古琴”。探寻乡愁小院，参观科技小院和试验基地，寻

访农户，为当地居民宣传中央一号文件，调动农民保护洱海的积极

性，宣传环保知识。 

 



在此次三下乡活动中，实践队队员们走访三地，深入农户，走近

村民，感受科技与现代化带给农村的发展新机遇，深刻体会到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对广大农科学子的嘱托与希望。坚定了我们要“自

找苦吃”的信念，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送：校党委办公室（党委巡察办）、校长办公室、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专 

家服务处  

（共印 3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