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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工程提复〔2017〕1号              签发人：李奇勇               

 

 

关于对毕节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8 号 

建议的答复 

 

张建波代表： 

你《关于进一步加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与地方经济

社会联系的建议》提案已收悉。首先感谢你对我校科研服务

地方工作的关心。现将你在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答复如下： 

服务地方是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重要办学理念。学校

以科学技术前沿和毕节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需

求为牵引，将“双一流”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

结合，调整资源配置、凝练研究方向，积极响应毕节市第二

次党代会发出的“坚持三大主题、建设四个高地，为打造改

革发展升级版决胜全面小康而奋斗”号召，按照市委提出的

“创新发展，同步小康这一目标，突出大党建这一统领，围

绕大扶贫、大安全、大发展三个重点，坚决打赢 113 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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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充分发挥学校人才、科研资源优势，积极开展科

研服务地方工作，将“区域一流”学科建设目标与毕节市社

会经济发展科技需求深度融合，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的一流学

科、产出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将

论文写在毕节大地上，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为毕节培养大量优质教师的同时，学校围绕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建立了 22个省、市级研究平台，就毕节市有关行业、

企业关键问题展开研究。 

一、已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助推建设“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高地”。学校加大与产业扶贫有关的科研投入，对涉及的人、

材、物实施特殊支持政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积极发挥“毕

节市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导向功能，加快“国家绒毛用羊

产业技术毕节综合实验站”、“黔西北特色生物资源开发产学

研基地”、“毕节市半夏产业化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团队”等科

研平台建设，按照“六个精准”要求，围绕乡镇板块经济、

一村一品重要中药材、特色农产品开展产业化研究，力争多

出成果，出可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推进高效农业产业化，

助推打响“乌蒙山宝 毕节珍好”区域公共品牌，支撑产业扶

贫。 

目前，“毕节市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已经建成，开始发

挥助推扶贫攻坚的重要作用。“毕节市半夏产业化发展科技创

新人才团队”已在赫章县河镇乡舍虎村、七星关区四伦村、

大方县青杠村开展半夏产业化推动工作，通过科技成果转化，

治疗半夏根腐病，攻克毕节半夏产业瓶颈问题，做大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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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理标志产品“赫章半夏”、“大方圆珠半夏”，实现半夏高

产稳产，助推精准扶贫。 

二是凝练研究方向，助推建设“生态保护、绿色发展高

地”。毕节市已列为全国第二批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全国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全市将大力构筑生态屏障，持续推进“绿

色毕节”行动，加快草海综合治理，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石

漠化治理、水土保持等生态修复工程。 

围绕“生态保护、绿色发展高地”的建设目标，学校加

快省级重点学科“生态学”、省级重点实验室“生物资源开发

与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贵州高原湿地生态工程协同创新

中心”等科研平台建设力度，就我市生态修复工程的主要任

务开展科研工作，为我市建设“生态保护、绿色发展高地”、

“国家级园林城市”提供科技支撑。 

为了加快草海综合治理，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委

托我校陈永祥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正在开展草海科考，目前，

科考工作进展顺利。 

三是发挥学校科研平台作用，助推毕节新型工业发展。

毕节市将积极争取获批建设国家级新型能源化工基地，加快

建设织金煤制烯烃、黔西煤制乙二醇和纳雍煤制清洁燃料重

大产业项目，大力发展煤电化、煤电建材循环经济产业。 

学校拥有的省市科研平台“贵州省煤化工工程协同创新

中心”、“煤矿安全开采协同创新中心”、“煤化工过程装备与

控制创新团队”、“毕节市煤磷化工工程技术中心”将研究方

向与毕节市煤化工项目高度契合，加大科研力度，与煤化工

企业加强联系，实验室开放共享、协同创新，力争解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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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出现的技术难题，为企业技术进步提供支撑。 

四是加强文化传承建设，助推建成国家级文明城市。“五

城同创”是毕节市委、市政府关于城市发展的又一重要顶层

设计，作为一所全日制本科高校，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在

我市建成“国家级文明城市”的各种要素中具有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 

学校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加大人文社科研究平台建设力

度，将如何宣传毕节、讲好毕节故事、提升毕节城市品味纳

入省市科研平台“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创新团队”、“逻辑与

信息创新团队”、“毕节试验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范

围，研究成果将作为建设“国家级文明城市”的重要支撑。

学校密切联系毕节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毕节市文学艺术联合

会，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传承、繁荣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为毕节市成为“国家级文明城市”做出贡献。 

我校王明贵研究员领衔的彝学研究团队已经产生了一批

彝学研究重要成果，为打造毕节文化品牌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也为国家藏羌彝文化走廊建设做出了贡献。 

五是建立多元化科研评价机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学

校积极探索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科学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

科学领域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方式。改变重论文轻应用的单纯

量化考核评价方式。对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员，主

要通过市场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业绩实现激励和奖励。对从

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以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社会

影响力作为评价依据，形成合理的智力劳动补偿激励机制。

建立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人才的评价体系，发挥奖励引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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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作用。 

积极落实教育部、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技〔2016〕3 号）、贵州省教育

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指导意见》

（黔教科研发〔2016〕236 号），加大对做出突出贡献科研人

员和创新团队的奖励力度，提高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分享比例，构建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广

大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活力和潜力，促进学校职务发明成果

转移转化，推动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了促进科研服务地方，学校建立了多个科研平台，整

合了科研资源，调整了科研评价导向，多措并举，积极推进

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但是，工作推进中遇到了科研

人员身份的顾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

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厅字〔2016〕35

号），允许和鼓励高校教师走出实验室、办公室，到生产一线

兼职或离岗创业，让科技人员在创办的科技企业中专职从事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文件规定，到企业兼职或离岗创

业的教师，享受与在编人员同等待遇，解决教师创新创业的

身份问题和顾虑。 

为了探索发展山地高效生态农业的新途径，鼓励农业科

技人员在全市范围内领办创办山地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项目，

为实现“决战贫困、提速赶超、同步小康”战略目标作出新

贡献，中共毕节市委、毕节市人民政府印发了《毕节市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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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人员领办创办山地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项目实施办法

（试行）》（毕委〔2015〕33号）。 

毕委〔2015〕33 号文件第二条，定义农业科技人员包括

毕节市辖区内市、县（区）、乡镇从事农业、畜牧、渔业、农

机、林业、烟草、中药材等在编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文

件所指“农业科技人员”范围没有包含我校教师。如果结合

厅字〔2016〕35号文件精神，将毕委〔2015〕33号文件“农

业科技人员”扩展到我校有关专业教师，将从政府制度设计

的角度进一步促进我校科研服务地方工作的开展。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2017 年 6 月 16日  

 

    （附注：此文公开发布） 

    （联系人：张仕伦；联系电话：13985359256）  

 

 

 

 

 

 

  抄送：市人大选举任免联络委员会，市督办督查局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7年 6月 16日印发 

                                                  共印 4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