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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了公務員管理制度
雲南省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日趨完善，科學性

和公正性不斷加強；在全省全面推行了領導職務
的競爭上崗、公開選拔，公務員轉任工作發展迅
速；公務員調任、考核、獎勵、培訓以及職務任
免、辭職辭退等工作不斷規範。結合實施公務員
法，雲南省針對管理上的缺陷，自選動作進行了
「領導職務管理歸位」的改革，把機關內設機構
領導職務的管理納入了同級公務員主管部門審核
確認的軌道；進行了「調任審批權限上收」的改
革，把縣級黨政機關除領導成員配備外從企事業
單位調任公務員的審批權上收到了州市公務員主
管部門；進行了「招考集中統一面試」的改革，
考官抽籤定位和考生抽籤進場，極大提高了面試
工作的公信力。公務員制度進一步完善，公務員
法實施平穩順利。
通過12年來的不懈努力，雲南省公務員隊伍和

制度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使公務員制度在雲南
這片紅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公務員隊伍的
能力素質和結構得到明顯改善。據統計，女性公
務員佔全省公務員的27%；少數民族公務員佔
31%；從學歷結構看，公務員隊伍中，研究生佔
0.1%，本科佔26%；專科佔47.7%；從年齡結構
看，全省35歲以下佔42.5%；36-40歲佔23.6%；
41-45歲佔18.3％，46-50歲佔10.6%。一支適應雲
南省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素質、專業的公務員隊伍
正在形成，公務員制度和隊伍都呈現了蓬勃生機
和活力。

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建設取得新進展
2006年雲南省按新的評價方式共有7500名專業

技術人員晉陞高級職稱，到目前為止，全省共有
高級職稱人員4.4萬，佔專業技術人員總數的
5%，比2000年提高了2個百分點。同時，2006年
雲南繼續大力實施優秀中青年破格評審工作。通
過評審又有120名優秀專業技術人才獲得高級專
業技術職稱，使全省45歲以下的高級專業技術人
才比例從1995年的11.4%上升到2006年底的66%，
有力地促進了雲南高級人才年齡結構的調整和改
善。目前雲南已初步形成了優秀中青年、特別是
青年專業技術人才脫穎而出的良好機制，為留住
和使用好人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人事法規政策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
在全國較早制定出台了《雲南省人才市場條

例》、《雲南省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條例》、
《雲南省職工勞動權益保障條例》、《雲南省人才
資源開發促進條例》、《雲南省人事爭議仲裁暫
行規定》、《雲南省人才交流暫行規定》、《雲南
省行政獎勵暫行規定》、《雲南省事業單位聘用
制暫行辦法》和《雲南省事業單位補充工作人員
考試招聘辦法》等一大批前瞻性的法規、規章和
政策，促進了全省人事人才工作和經濟社會的全
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在這些法規政策的規範和推動下，雲南省人才

市場建設形成了較完善的體系；事業單位聘用制
改革「先入軌，後完善」於2004年基本完成；聘
用合同在社會上取得了合法地位，人事部門第一
次擁有了對當事人雙方簽訂聘用合同的依法監督
管理權和不簽合同的行政處罰權；人才資源開發
工作蓬勃發展，初步扭轉了「孔雀東南飛」的被
動局面；人事人才工作走上了依法行政的軌道，
實現 由政策推動向法制推動的轉變。

雲南是中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
培養少數民族人才就成了雲南省人事
廳的重要工作內容。
雲南省在強化高層人才和實用型人

才開發、逐步實現人才開發工作「四
個延伸」的同時，採取特殊培養、定
向培養與特別選拔、定崗考錄相結合
的辦法，不斷加大了對少數民族人才
的培養選拔力度。
2006年，雲南省委組織部、雲南省

人事廳、雲南省民委等9部門聯合制
定的《雲南省「十一五」期間少數民
族和民族地區人才培訓工作實施方
案》正式啟動，雲南省從2006年下半
年起每年選派50名40歲以下有發展前
途的少數民族中青年公務員到東部先
進發達地區學習培訓，使少數民族人
才隊伍素質大幅提高。
雲南省力爭在「十一五」期間，少

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公務員，年均接
受培訓的人數不少於應參加培訓人數
的70%。同時，全面實施專業技術人
員知識更新工程，選派部分中高級專
業技術人員參加全國性的高研班學
習，每年選拔20名50歲以下、具有副
高以上職稱的少數民族科技骨幹到國
內重點院校、科研院所學習深造1－2
年；有計劃地組織全省縣、鄉民族地
區45歲以下的中青年專業技術人員進
入雲南省各級培訓基地學習，力爭在

5年內使全省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專
業技術人員參加各類培訓的人數累計
達到應參加培訓人才的60%以上。此
外，力爭每年培訓少數民族和民族地
區高技能人才3萬人次，到2010年累
計培訓15萬人次以上，參加培訓的農
村技術骨幹達到10萬人次以上。
按照培訓方案的要求，採取優惠政

策和靈活多樣的措施，幫助民族地區
培訓更多的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企業
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技能
人才和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幹人才，從
2006年起，雲南省每年從民族地區選
拔200名左右少數民族專業技術人才
到省內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學習培
訓。
截至2006年12月底，雲南省國有單

位少數民族人才達28.5萬人，佔國有
單位人才總數的比例達35.8%。在雲
南省機關黨政人才和國有企事業單位
專業技術人才中，少數民族人才都佔
有較高的比例，分別達到了32.3%和
37.2%。全省事業單位75.5萬專技人員
中，少數民族17.7萬人，佔23.4%，其
中，高級8337人，中級63206人，初
級105374人。雲南省25個少數民族包
括15個特有少數民族在機關黨政人才
和國有企事業單位人才中都佔有一定
的比例，有力促進了邊疆民族地區的
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據不完全統計，截止目前，雲南省
專業技術人員已達近90萬人，其中，
高級專業技術佔專業技術人員總數的
5.7%，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這與雲南省近年來陸續實施的7大激

勵措施有直接關係：一是提高高層次
人才和專家待遇；二是實行人才引進
優惠政策；三是促進人才合理流動；
四是鼓勵人才從事各種有償勞動；五
是做好「十一五」人才發展規劃；六
是促進人才開發法法制建設；七是擴
大人才開發和服務的範圍。
關於提高高層次人才待遇，雲南省

規定，對在滇工作的兩院院士每人每
年給予生活補貼10萬元；進入國家
「百千萬人才工程」一、二層次人選以
及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每人
每月分別給予生活補貼2000元；省中
青年學術技術帶頭人和博士生導師，
在崗期間由用人單位給予每人每月

1000元生活補貼；對特聘教授（研究
員）實行年薪制，有突出貢獻者，年
薪不得低於10萬元。
對引進的高層次人才，雲南省規

定，除檔案工資外，其工資待遇完全
放開，由用人單位同引進人才協商確
定；並規定用人單位要按引進人才的
層次，分別提供不低於130、110、90平
方米標準的住房，對服務滿10年並做
出突出貢獻的，住房產權全部歸個人
所有；同時，同級財政分別給予引進
人才一次性7萬、5萬或3萬元的工作經
費資助，給予30萬、20萬或15萬元的
購房補貼。
近年來，雲南省先後6次組團赴北

美、歐洲招聘留學人員，4次率團參加
廣州舉辦的「中國留學人員科技交流
大會」，從省外引進的人才1425名，其
中博士82名，碩士187名，高職298名，
中職404名；引進和安置留學回國人員

136名（回國後
到非公單位和
到留學人員創
業園工作的尚
未統計在內），
引進國外人才
智力項目288
項。同期，雲
南省流出人才
僅355人，「孔
雀東南飛」的
現 象 有 所 改
變，逐步出現
了人才「回流」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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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人事廳工作回眸

2006年是雲南省人事人才工作改革攻堅的一年。在雲南省

委、省政府的領導下，雲南省人事廳認真貫徹科學發展觀，大

力實施人才強省戰略，圍繞構建和諧人事，統籌兼顧，各項工

作異彩紛呈，引人注目。由於成績顯著，多項工作得到雲南省

委、省政府和國家人事部的表彰和肯定。

本報駐雲南記者 周亞明、錢林桃

「4個延伸」培養少數民族人才

搞好管理服務
引智工作成效顯著
多年來，雲南省人事廳堅持用科學

發展觀推進引智工作，努力為和諧雲
南建設提供智力支持。
2006年，雲南省外國專家局的工作

按照「堅持培養和引進並舉，加大引
進海外智力和人才工作力度」的要
求，緊緊圍繞雲南人事人才工作的重
點，狠抓項目的實施，大力推廣
引智成果，努力吸收和借
鑒國外先進的科學技
術和管理經驗，為
雲南經濟社會發
展提供智力支
持。
積極從國

外、省外引進
各類緊缺急需
人才。 2 0 0 6
年，雲南省人
事廳辦理了入滇
專家132人，其中博
士40人，碩士36人，
高級職稱的26人。在國外
智力引進方面，引進了國外技術、
管理項目57項，其中國家重點項目2
項，得到國家項目資助經費112萬
元。有120餘名外國專家到雲南參與
農業、園藝、科研等項目合作。2006
年完成各類出國培訓71項，共計903
人，同時還為項目單位爭取到國家出

國培訓經費資助155萬元，為雲南的
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在全省
選拔了122名主管農業的縣、鄉、鎮
長、農業政策研究人員以及第一線的
農技推廣人員分批赴日本和韓國學習
「一村一品」運動和「新農村運動」
建設，並在昆明、曲靖啟動試點。

近年來，雲南省外國專家局以
服務全省經濟社會持續快

速健康發展為根本出
發點，積極引進國
外技術和管理人
才，認真做好
外國專家管理
服務工作，精
心組織出國
（境）培訓，
各項工作取得
了明顯成績。
兩年來，共向國

家申報引進國外技
術、管理人才項目118

項，爭取國家資助引智資
金224萬元，省級引智配套資金100
萬元，聘請200餘名外國專家來雲南
省參與農業、園藝、科研等方面的項
目合作，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同
時，向國家爭取到295萬元出國培訓
資助經費，選派1421名各類人才出國
（境）培訓，培訓成效明顯。

根據去年由雲南省人事廳

牽頭、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

制定的《雲南省人才發展「十一五」規劃》，到

2010年，全省黨政人才、經營管理人才、專業

技術人才總量將達到160萬人，技能人才將達到

200萬人，農村實用人才將達到50萬人。按照人

才發展主要任務的要求，雲南將大力培養三大

領域人才：

培養綠色經濟領域人才—圍繞建設「綠色經

濟強省」的目標，推動綠色產業特別是名牌新

產品的發展，大力培養綠色產品研究、生產、

加工、儲運、銷售人才，大力支持龍頭企業人

才隊伍建設。

培養文化產業人才—圍繞建設「民族文化大

省」的目標，培養一批文化名人，力爭2010年

宣傳文化系統中國家級和省級「四個一批」人

才達到200名。大力支持一批有較高知名度的文

化機構，帶動全省文化人才隊伍建設。

培養「外向型」人才—圍繞建設「中國連接南亞、東

南亞的國際大通道」的目標，積極與其他省、市和國外

開展貿易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培育、

科技研發、生態環保、農業、旅遊、衛生、教育等方面

的人才交流與合作，重點培育在東南亞國家建立資源開

發供應基地、產品生產和加工基地、研發中心以及開展

諮詢等方面需要的「外向型」人才。

相關鏈接

■雲南省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表彰大會
■表彰為雲南省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外國
專家

■解毅廳長向獲得表彰的優秀幹部頒發獎狀

■雲南省8自治州人事工作聯席會議，旨在加大
少數民族人才培養力度。

■勞動爭議仲裁

■人才選拔考試

■全省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會議

■泛珠三角區域9省區人才服務合作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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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段躍慶從保山市長調任到怒江州擔任州委
書記，不過，他和怒江的結緣卻要追溯到25年前。
1982年，從雲大中文系畢業留校後，段躍慶自願報名參

加了雲南省 「智力支邊」工作隊，在他們到來以前，怒
江州蘭坪中學每年考上大學的學生僅一兩名。支教一年半
後，該校就有近20位學生考上了大學，其他絕大多數學生
也考上了中專。回到雲大後，段躍慶陸續開過10多門課，
是系裡最年輕的學科帶頭人。由於專業成績突出，他成為
雲南省第一批被破格提拔高級職稱的青年教師。
「我當時的理想就是過一輩子讀書、教書、寫書的學者

生涯，根本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從政。」 段書記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這樣說。
至今，在繁忙的政務之外，段躍慶還兼任雲南大學客座

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一位學者是怎樣從政的？他的從
政理念與別人有什麼不同？記者對這些問題充滿了好奇。
段躍慶是中國恢復高考制度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就讀於

雲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又相繼攻讀了碩士和
博士學位，在文史方面的造詣頗深。
由學者走上領導崗位的時間點，應該是1996年。當時，

段躍慶擔任雲南大學中文系的黨總支書記。那一年，雲南
省決定採用「一推雙考」的辦法選拔一批副廳級幹部。他
原先並不打算報名參加，可是學校推薦了他，並替他填上
了報考省文化廳副廳長的崗位。沒想到這一考就考上了。
經過了八、九道關卡的層層考試和考察，1997年4月，他
正式到雲南文化廳就任副廳長，分管過文物博物、藝術、
文化市場、文化產業等方面的工作。
在文化廳工作的4年多時間裡，段躍慶分管的各項工作

都取得了顯著成績，並多次獲得國家和省裡的表彰和獎
勵。
2001年12月，中共雲南省委常會研究決定，調段躍慶到

中共雲南省委任副秘書長。當時雲南省委的副秘書長並不
多，他在這個崗位上最多時曾經同時協調過3位、先後協

調過4位省委副書記
的分管工作。在他
的努力下，協調了
各部門的關係，使
省委辦公廳的工作
更加高效地運轉起
來。
2005年6月，中共

雲南省委決定調段
躍慶到保山任市
長，到保山主持政
府工作的兩年，是
保山改革開放以來

發展的最好時期之
一，保山的經濟社
會發展引起了國內
外的高度關注；
2007年5月，中共雲
南省委又決定調段
躍慶到怒江州任州
委書記。在近半年
的時間裡，怒江幹
部群眾的思想觀
念、工作積極性發
生了很大變化，外
界對怒江的瞭解進
一步增強，怒江的
幹部群眾對改變自
己貧窮落後的面貌
充滿了信心。
他說：「其實，

從學者、教授到黨
政官員，這個轉變過程並不困難，關鍵還是在於一個人的
綜合素質，在於人的適應能力和責任感。過去，學者的強
項是嚴謹、求真、理性、縝密、博學，弱項是與鮮活的社
會生活、經濟社會脫節，理論很完善，卻與實際操作相脫
節，而官員則剛好相反。如果能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自
然就能全面提升黨政官員決策和執政的能力。」
段躍慶認為，一個好的政府官員，應該是學養和能力完

美結合的官員。他說：「政府官員意味 權力，但是，許
多官員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影響力僅靠權力效應是不夠
的，還要依賴於非權力效應。什麼是權力效應？你是官
員，人們對你尊重、敬畏，是因為你的手中握有權力；而
非權力效應就不一樣了，只要你的人品學識、道德修養達
到一定的高度，那麼，不管你的手裡有沒有權力，大家都
會尊敬你，信服你。因為，人心都有一桿秤⋯⋯」。

段躍慶分析認為，怒江州的貧困不是一般意
義上的貧困，而是整體性、民族性、素質性的
貧困。他說，全州4縣均為國家扶貧開發重點
扶持縣，被雲南省政府確定為雲南扶貧攻堅的
「上甘嶺」。2006年，城鄉居民收入分別為
5500元和1096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
之一，雲南省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據建檔立
卡統計，農民人均純收入低於924元的貧困人
口還有29.8萬人，佔農村總人口的73.8%；低
於625元以下的絕對貧困人口有14.7萬人，佔
農村總人口的36.4%。至今還有40%的人不會
說漢語、55%的人靠人背馬馱、47%的人住在
茅草房、杈杈房。96%以上的獨龍族、90%以
上的怒族、89%以上的普米族、90%以上的
僳族群眾還處於貧困之中。
段躍慶說，怒江要發展，扶貧是關鍵。要集

中力量，整合資金，合力攻堅，形成國家、
省、州、縣聯動，部門參與、社會支持的大扶
貧格局，使怒江不拉全省發展的後腿。根據怒
江州新時期扶貧開發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
我們將 力圍繞「三個重點」，採取「四項措
施」，力爭到2010年，全面實現解決溫飽的奮
鬥目標和解決13.38萬絕對貧困人口溫飽、6.7
萬人易地安置、6.54萬人飲水困難、3.9萬人
用電困難等任務。
「三個重點」：一是「整村推進」，集中力

量在1255個自然村實施「整村推進」計劃，
切實改善貧困鄉村基本生產生活條件；二是勞
務輸出，培訓轉移農村勞動力5.8萬人，加強
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切實促進貧困鄉村富餘
勞動力轉移；三是建設「四個百萬」工程，建
設「百萬畝林果基地」、「百萬株庭院經濟林
果基地」、「百萬頭商品畜基地」、「百萬畝中

藥材基地」， 力培養貧困地區的「造血」機能。
四項措施：一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力改善貧困

地區生產生活條件；二是大力推進貧困地區各項社會
事業的發展；三是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扶貧，繼續
推進定點掛 扶貧；四是增加扶貧投入，嚴格扶貧資
金和項目管理。
段躍慶說，通過紮紮實實的工作，我相信，怒江將

會與全省各兄弟州市一起共同實現小康，怒江各族人
民的生活水平也將達到雲南省的中等水平。

依托五大優勢，搶抓五大機遇，努力

構建怒江國家級水電基地、國家級有色

金屬基地、國家級多元民族文化基地及

國家級生態多樣性基地，打造怒江大峽

谷世界知名旅遊品牌，致力實現怒江跨

越式發展。通過未來十多年的艱苦努

力，與全省各兄弟州市一起共同實現小

康，使怒江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達到雲南

省的中等水平。

儘管履職怒江州委書記不到半年，但段躍慶在

深入全州各地考察調研的基礎上，已為怒江描繪了一幅

清晰的發展藍圖。 本報駐雲南記者 周亞明、原曉暉

審視州情 梳理五大優勢
怒江州是全國唯一的 僳族自治州，是雲南「邊疆、民

族、山區、貧困」省情的最典型的代表，全州4縣均為國家扶
貧開發重點扶持縣，被雲南省政府確定為雲南扶貧攻堅的
「上甘嶺」。5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
在國家和省各方面的扶持下，怒江各族人民與貧困、落後和
惡劣的生存環境展開了長期艱苦的抗爭，實現了社會形態的
歷史跨越和經濟的長足發展。2006年，怒江州生產總值43.1億
元，是解放初期的493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85倍；農民人均
純收入1096元，是解放初期的50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14倍；
累計解決了20多萬群眾的溫飽問題。段躍慶分析認為，縱向
比，怒江變化很大、發展很快；但橫向比，由於基礎太差、
底子太薄，怒江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還很多，與其它地
區的發展差距還在繼續拉大，加之特殊的地理環境、特殊的
社會發育程度、特殊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形成了邊疆的、民
族的、宗教的、生態的、貧困的一系列非常特殊的「怒江問
題」。
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段躍慶認為，怒江的貧困是暫時的

貧困、是基礎欠投入、資源欠開發的貧困，是通過努力可以
改變的貧困。怒江發展條件優越，發展潛力巨大，發展前景
美好。怒江發展面臨 「資源富集、人口總量少、特少民族
多、區位條件好、後發展」五大優勢，也面臨 西部大開
發、國家已啟動「怒江問題」研究和解決等很多良好的機遇
和有利條件，如何充分發揮好優勢，搶抓機遇，就成了怒江
發展的關鍵所在。

準確定位 推動科學發展
段躍慶認為，要跳出怒江看怒江，立足全國看怒江，放眼

世界看怒江。怒江資源豐富，但開發利用程度低；人口總量
少，但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國土面積不算少，但生存空
間狹小。由此形成的怒江州情的特殊性，需要我們客觀地認
識，辨證地分析，準確地把握，既看到一般，也要看特殊；
既看清其弊，也要看到其利，在反覆探索中推進工作，在推
進工作中解決困難和問題。當前，在全州廣泛開展了「解放

思想，實事求是，真抓實幹」的新一輪解放思想大討論活
動，目的在於把眼界放寬、把起點定高，在解放思想中進一
步深化州情認識，在深化州情認識中推動工作，在推動工作
中解放思想，不斷創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機制，讓思維方式與
加快發展相適應，力求在推動怒江經濟社會超常規、跨越式
發展上有新突破。州委、州政府通過反覆地分析和研究州
情，適時調整、完善發展思路， 力構建怒江國家級水電基
地、國家級有色金屬基地、國家級多元民族文化基地及國家
級生態多樣性基地，打造怒江大峽谷世界知名旅遊品牌。

重點改善交通發展教育
怒江自然資源十分豐富，但「端 金飯碗討飯吃」 是怒江

州情又一大特點。長期以來，由於開發滯後，資源優勢無法
轉化為經濟優勢，貧窮落後的面貌始終難以得到根本改變。
如何改變這一狀況，就成了各級黨委政府以及全州各族人民
高度關注的問題。
段躍慶分析認為，制約怒江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兩個問題

是交通問題和教育問題，特別是以交通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建
設是近20年內怒江州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要把交通基
礎設施建設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來抓，重點建設「金六」二
級路，加快滇西北旅遊環線建設，突破交通制約的瓶頸；要
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來抓，建立國民教育、中等
職業教育體系， 力提升國民素質，突破思想觀念制約的瓶
頸。只有突破這兩個關鍵性、根本性的問題，怒江實現跨越
式發展才有希望。

探索解決「怒江問題」新途徑
他說，「怒江問題」已經提升到國家層面進行研究，是怒

江面臨的最大發展機遇。體現了國家對民族地區的高度重視
和深切關懷，也體現了省裡對怒江的高度重視。我們將抓住
國家和省開展「怒江問題」研究的機遇，找準突破口， 力
落實好國家和省幫扶的各項措施，切實加快發展步伐，在解
決好自身發展問題的同時，為國家的邊防鞏固、邊疆安寧、
民族團結、能源安全和生態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努力
建設富裕文明開放和諧生態新怒江。

博士書記段躍慶：非權力效應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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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躍慶說，「怒江問題」提升到國
家層面進行研究，是怒江面臨的最大
發展機遇。 本報記者周亞明 攝

■過去打獵善用的砍刀，如今用在加工核桃
上，竟也同樣遠近聞名，瀘水縣大興地鄉由
此成為核桃加工集散地。 本報記者周亞明 攝

■州府六庫賴茂新區日趨成形
本報記者周亞明攝

■ 僳族同胞特有
的「上刀山」表演

■藻塘河每年都會舉辦澡堂會，此一習俗
由來已久，風情迷人。■ 僳族同胞「同心酒」習俗

■瀘水縣老窩工業園區10萬噸硅廠建設
本報記者周亞明 攝

■即將竣工投用的金（蒼嶺）六（庫）高等級公
路，是怒江脫貧致富的希望。圖為大理、保山、怒
江3州市交界處的公路大橋—三界橋。

本報記者周亞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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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經濟社會發展走勢觀察

■用腳步丈量怒江的山山水水，尋找怒江跨越發
展的新途徑。圖為段躍慶在福貢農村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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