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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和校长带队到姚安 南华推进定点帮扶 

并调研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建设 

11月 18日至 19日，学校校长、高原特色产业研究院院长李永和到

姚安县、南华县推进定点帮扶工作，调研两县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建设

与开展服务情况。国内合作与社会服务处、产业研究院专家服务处和相

关学院负责人参加调研。 

 



在姚安县期间，李永和与姚安县委统战部徐勇部长、官屯镇书记和

镇长进行交流，实地察看了花卉产业，听取了驻村工作队工作汇报，询

问了驻村队员的生活情况。在听到大家生活、工作都很好时，李永和感

谢姚安县委、县政府对学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希望驻村队员扎下身子，

运用所学，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干出农大特色、有所收获。在南华县沙桥

镇新华村调研期间，李永和等与乡镇、村委会干部进行了交流，深入肉

牛养殖户和红花种植基地察看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了解村集体经济发展

现状和村民发展产业的困难。他表示，农大和研究院将持续组织专家团

队帮助沙桥镇发展特色产业，在肉牛养殖和中药材种植上加大帮扶力度，

促进新华村群众增收。 

 

 



 



调研期间，李永和深入姚安、南华两个县的农民院士科技服务站，

与驻站人员进行了交流，嘱咐大家要切实发挥服务站功能，聚焦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创新路子服务好乡村振兴。 

 

 

 

 

 

 

 

 

 

 

 

 

 

 

 

 

 

 

 

 

 

 



2023 年云南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 

开展浙江段培训 

 

11月 20日，2023年云南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浙

江段培训在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开班。中共湖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浙

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副院长胡继妹致欢迎辞。学校党委副书记、云南农

村干部培训基地常务副主任黄鹤平作开班动员讲话并与浙江生态文明

干部学院签订合作协议，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培训基地副主任杨金江，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培训基地副主任杨文良出席开班式。140余名“头

雁”学员参加本次浙江段培训。 

 

黄鹤平代表学校和云南农村干部培训基地对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

院、湖州市委党校、安吉县委党校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

了学校和基地的情况。黄副书记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云南“主动服务

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近日，云南省委印发《云南省学习推广浙

江“千万工程”经验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所以，这次我们在“两山”

重要理念诞生地、“美丽乡村”发源地、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浙江省湖州市开展云南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

项目培训，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抓好行动方

案的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黄鹤平指出，云南农村干部培训基地始终把抓好生态振兴培训作为

工作重点和重要内容，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多次到安吉

学习调研，先后从安吉邀请基层干部、专家学者到讲台上为云南农村干

部传经送宝，为云南基层干部学习安吉做法提供案例。学校连续两年以

高分中标云南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2022 年农业农

村部项目综合考核云南农业大学位列全国 20 位。今年我们新增到浙江

异地培训内容，让学员切身感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湖州的生动实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的具体体现。他希望学员们争当生态文明

建设的排头兵，共同推动“两山”理念在云南具体实践。 



 

开班式后，黄鹤平与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湖州市委

党校常务副校长朱荣伟签订了教育培训合作框架协议。浙江生态文明干

部学院副院长、湖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汪洪生，对外交流合作部主任鲁文

娟、对外培训办副主任丁少羽，学校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培训基地副主

任杨金江，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培训基地副主任杨文良等老师见证协

议签订。 

 

本段培训为期 5天，主要学习习近平“两山”理念的形成、发展与

践行，浙江“千万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如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重塑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并到“两山”理念诞生地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生态赋能乡村振

兴的大竹园村，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义皋村，世界乡村旅游小镇潞村，

“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德清县莫干山镇五四村，湖州城市规划馆，欧

诗漫珍珠文化产业园等地开展现场教学，探索乡村美丽蝶变背后的奥秘，

切实领略“美丽中国”和可持续发展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最后，还将组

织一场云南“头雁”农特产品的宣传推介会。 

 

 

 

 

 

 

 

 

 

 

 

 

 

 

 

 

 

 

 



刘同山教授的乡村特色产业思考文章在 

《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 

 

11 月 9 日，学校经济管理学院刘同山教授与周静副研究员合作完

成的《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被中央权威媒体《人民日报》（理论版）

作为“专题深思”文章发表。 

 

文章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

的前提。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不仅有助于推动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

性开发利用，而且有助于带动农民增收、丰富食物供给、提升农业竞争

力、促进共同富裕，可以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产业支撑。培育壮大乡村

特色产业，需要做强现代种养业、做精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农产品加工

流通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文章在《人民日报》刊登后，获农业农村部官网、光明网、求是网

等全文转载。 

据悉，该文章是刘同山教授主持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人才



项目“高原特色农业助推云南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和云南省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科普类）“元谋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的

阶段性成果，也是我校以科研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农业强国建

设的又一优秀成果。 

 

相关连接（人民日报 11月 9日第 13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3-

11/09/nbs.D110000renmrb_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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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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