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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代楷模”朱有勇院士为标杆 

云南大学奋勇前行 

 

12 月 2 日，中央宣传部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

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时代楷模”称号。云南大学以“时代

楷模”朱有勇院士为标杆，向“农民院士”学习，以先进典

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为全省决胜脱

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不断做

出应有的贡献 。 

一、对标看齐，践行“科技助农”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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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有勇院士作为云南大学农学院的名誉院长，他的事迹

和精神给农学院师生带来了巨大鼓舞，让师生们对目标、使

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农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王贤智表示，

“在拍卖过程中，朱院士叫停了越拍越高的三七报价，并指

出林下三七是要让老百姓吃得起，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这个

小插曲让我深受触动。”朱有勇院士在澜沧发展马铃薯、林

下三七种植，不是带着项目去扶贫，而是深入当地调研，因

地制宜找出适合当地发展的农业项目，这种实事求是的科研

精神和沉下心来做事的科研定力，是科研人员不可或缺的精

神品质。 

农学院讲师张石来看到林下三七、马铃薯新品种给澜沧

百姓带来的实惠，深受鼓舞。他希望通过自己钻研与学院的

科研团队一起，将农学院深入研究的“多年生稻”推广到适

宜种植的广大农村地区，为农民增收致富贡献力量。目前“多

年生稻”已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试验田中连续收割了 8季，

一年两季采收量达 1000 公斤。同时，“多年生稻”已研究

了 5 个品系，在云南省内试验种植 10 万亩，并在中国南方 8

个省份试种成功。其中，一个品系已于 2018 年通过审定获

准向市场全面推广。 

二、不忘初心，牢记“强农兴农”使命  

9 月 2 日，作为名誉院长的朱有勇给云南大学农学院师

生讲授新学期“第一课”：《把论文写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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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国工程院定点澜沧科技扶持报告》。朱院士讲述了

自己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积极融入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主

动扎根工程院挂钩扶贫点——云南省思茅市澜沧拉祜族自

治县蒿枝坝村，发挥专业优势，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经

历。朱有勇院士的科研精神、科研成就及道德品质对农学院

全体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农学专业“由恨生爱”的农学院朱蓉静从朱有勇院士

的身上学到了“无论做什么，把自己做的事情做到极致、做

到最好，也能干出一番事业。”现在，朱蓉静继续攻读云大

农学院保护生物学专业，更加坚定了她毕业后投身农业研究

的决心。农学院农艺与种业专业研一学生黄静，听了朱有勇

院士的先进事迹之后，萌发了“争做一名‘农民硕士’，把

自己学到的农业科技教给家乡农民，让农民有一技之长”的

愿望。农学院万志斌在朱有勇院士的精神感召下，找到了前

行的动力，就是要“学好专业知识，做好试验，发挥农学知

识，因地制宜去教农民有效利用土地气候资源，种出高品质

的农产品。”   

三、找准“地方所需、云大所能”服务脱贫攻坚 

自 2015 年以来，云南大学协助省直相关部门承担着凤

庆县、会泽县、勐海县、泸水市及独龙江乡的精准扶贫任务，

并挂包帮扶凤庆县鲁史镇河边村，学校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

势，积极服务脱贫攻坚工作。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学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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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筹集投入数千万元资金，帮助凤庆县当地乡村卫生所建立

了 42 个远程医疗系统，在临沧建成 30 多个节能烤烟房，累

计派出 42名扶贫队员驻村扶贫，有 36 名学生志愿者先后赴

独龙江乡支教，向凤庆鲁史镇的“云大书院”捐赠图书

60000余册。 

扶贫办主任崔茂乔表示，“朱有勇的扶贫经验，为我们

学校的扶贫工作提供了借鉴。”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云

大将找准“地方所需，云大所能”的结合点，充分发挥云大

在人文科学、农学、生物学、建筑学、物理学、生命科学等

方面的专业优势和科研成果，举全校之力，因地制宜、精准

施策、尽锐出战，助力地方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报：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第十七指导组，校

党政领导，校党委指导组。 

发：各院级党组织，各部门、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