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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扶贫】

一、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责任书指标完成情况

根据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责任书要求：我校投入帮扶资金

246.72万元（完成率为 123%）、引进帮扶资金 315.92万元（完

成率为 105.31%）、培训基层干部 251人（完成率为 105%）、

培训技术人员 355 人（完成率为 118.3%）、购买贫困地区农产

品 201.36万元（完成率为 100.7%）、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

308.6万元（完成率为 118.5%）。

（一）直接投入帮扶资金

1、为强化镇康县教育扶贫，我校直接投入帮扶资金 200万

元，用于镇康县南伞镇白岩完小、红岩完小运动场建设；

2、我校将剩余党费 46万元捐赠给镇康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共 460人、每人 1000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使用。

（二）引进帮扶资金

1、北京东方畅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规划设

计研究院）以无偿方式捐助，为镇康县勐堆乡人民政府进行勐堆

沿边森林温泉康养特色小镇总体概念规划，共计 85万元；

2、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以无偿方式捐赠相关图书 17340册，

共计 30.72万元；

3、帮助镇康县引入上级资金 200万元，用于镇康县南伞中

学建设与发展。

（三）培训基层干部及技术人员

1、4月 28日，继续教育学院举办“镇康县村（社区）干部

乡村振兴专题网络培训班”，共培训基层干部 251人次；

2、5月 15日，继续教育学院举办“镇康县中小学校长与骨

干教师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班”，培训镇康县教办室主任、中

小学校长、骨干教师等技术人员 350人次。

（四）大力开展消费扶贫，帮助贫困地区销售农产品

1、4 月 20 日、25日、28 日，学校三次推送镇康县农产品

信息，倡议全体师生、校友购买镇康县农产品；

2、5月 15日，学校党委发出倡议，号召全体党员和广大教

师选购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

3、截止 2020年第二季度，我校帮助销售农产品，共计 308.6

万元。



（五）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

1、我校工会购买镇康县红糖 48万元、茶叶 89.28万元、土

鸡 62.72万元，用于教职工福利发放；

2、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购买镇康县外贸有限公司普洱茶

7200元，用于外事交流活动。

二、制定工作计划，加强督导检查

(一)制定任务清单、进度清单、责任清单、督察清单，制

定定点扶贫工作作战图，合理分配任务时间、工作进度，明确各

项扶贫工作时间节点，做到周周有工作进展；

(二)每两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定点扶贫工作小结，每月

填报国务院扶贫办扶贫开发系统，每季度印发《中国农业大学脱

贫攻坚工作简报》。

三、召开定点扶贫专题工作会议

(一) 4月 15日，姜沛民书记主持召开定点扶贫第二次工作

调度会，以网络视频形式连线镇康县县委书记董万春，会商研究

定点扶贫工作；

(二) 4月 21日，2020-11次党委常委会传达了我校 2019 年

定点扶贫总体情况，要求严格落实脱贫摘帽“四个不摘”要求，

帮助镇康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继续扩大教育扶贫范围，创新消

费扶贫方式；

(三) 5月 15日，龚元石副校长主持召开定点扶贫第三次工

作调度会；



(四) 5月 26日，姜沛民书记主持召开定点扶贫第四次工作

调度会，副书记、纪委书记秦世成，副校长龚元石参加会议。会

议部署了引进帮扶资金、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等工作，研究

了下一步工作计划；

(五) 6月 2日， 2020-15次党委常委会通报了我校定点扶贫

工作指标完成情况，研究部署了定点扶贫下一步工作计划；

(六) 6月 12日，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定点扶

贫第五次调度会，会议逐项梳理定点扶贫工作计划完成情况，并

制定下一步工作方案；

(七) 6月 24日，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定点扶

贫第六次调度会，会议研究了第五届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典型项目编写方案。

四、积极推动镇康一中教育扶贫工作

(一) 4月 30日，动物科技学院智能养殖与行政教工党支部

与镇康一中团委共建，开展线上图书捐赠活动，向镇康一中捐赠

图书 23类、115本，共计 1932.75元；

(二) 5月 4日，孙其信校长与我校镇康县研究生支教团 7名

团员连线交流，了解支教工作进展和生活学习情况，鼓励他们要

积极参与学校定点扶贫工作，要持之以恒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贡献青春力量；

(三) 5月 11日，我校英才学校开展自习聚力活动，为镇康

一中教育扶贫工作贡献英才学子力量，合计参与 446人次，学习



量共计 1561小时，向镇康一中捐赠 124本图书。

五、为镇康县招商引进企业

引进北京华夏道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到镇康县投资，注

册资金 1000万元，主要经营澳洲坚果、核桃、咖啡等种植加工。

【政策建议】

一、4月 20日，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教授团队完成的《关

于 2020后农村减贫战略和政策的十条建议》报告，获得国务院

副总理汪洋同志批示。

二、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团队参与撰写的《进一步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的对策建议》《贫困地区疫情防控展

现脱贫攻坚显著成就》获得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

同志批示。

三、经济管理学院何婧教授撰写的政策报告《解决农村金融

服务不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县域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获得农业

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同志批示。

【媒体宣传】

一、4 月 19 日，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教授撰写的《关于

疫情之下如何做好产业扶贫的研究》中相关观点刊载于《光明日

报》。



二、4 月 19 日，人文与发展学院朱启臻教授撰写的《利用

乡村治理资源优势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刊载于《求是网》。

三、4 月 19 日，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就疫情对脱贫

攻坚的影响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采访，相关观点以《疫情带

来新挑战 打赢脱贫攻坚战志在必得》为题见报。

四、4 月 23 日，人文与发展学院左停教授撰写的《创新发

展农村电商，助力乡村脱贫振兴》刊载于《文汇网》。

五、4 月 25 日，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教授撰写的《新电

商助农扶贫模式彰显优势》刊载于《农民日报》。

六、5 月 23 日，经济管理学院陈前恒教授接受陕西卫视《丝

路新周刊》采访，提出选择县域扶贫产业时要在龙头企业和贫困

户之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

七、5 月 26 日，孙其信校长接受中国教育新闻网采访，提

出高校在精准扶贫上具有科技优势、智力优势及校友资源优势，

将高校在定点扶贫中实行的有效举措打造成高校扶贫品牌模式，

将有利于高校扶贫综合效应的发挥。孙其信建议，高校可通过组

织专家力量，对 2020 年后贫困的新特点和新挑战进行分析和研

究，从制度保障和政策安排上为国家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和

决策参考；总结长效化、制度化的扶贫举措，建立可持续的脱贫

制度；积极探索增强多校间的联合扶贫行动，为深度贫困地区提

供综合性支持，让帮扶高校成为地方发展的“智囊团”。



八、5 月 26 日，经济管理学院陈前恒教授做客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全国两会特别节目《三人话“三农”》，

共同对话和探讨乡村治理问题。

九、6 月 11 日，人文与发展学院左停教授撰写的《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刊载于《光明日报》。

十、6 月 22 日，经济管理学院樊胜根教授撰写的《Despite

challenges, China will end poverty》刊载于《中国日报》。

【实践研究】

一、4 月，经济管理学院李晓峰教授获得中国科协创新战略

研究院《农民工收入与扶贫脱贫研究》项目立项。

二、4 月，经济管理学院王玉斌教授撰写的《项目扶贫只能

成功不许失败？》，提出了化解项目扶贫失败风险的对策建议。

三、4 月 3 日，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严海军教授荣获“全国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2019 年度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四、4 月 14 日，学校印发《中国农业大学“深化资助育人、

助力脱贫攻坚”行动方案》，校团委、学工部重点针对学校建档

立卡贫困户学生家庭，统筹运用经济、学业、心理、就业等帮扶

手段，深化资助育人、助力脱贫攻坚。

五、4 月 29 日，工学院联合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中

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西藏网组织召开了“2020 年度高原捡拾车

备产情况汇报及捐赠启动”网络会议。

六、5 月，人文与发展学院试验院地合作共建的青神、钱江



源、天长三个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及相关教授分别开展实地

调研及干部培训等工作，为乡村振兴与全面脱贫传递好“交接棒”。

七、5 月 8 日，档案与校史馆面向全校开展了“教育扶贫档

案故事”征集活动，立足现有档案资源，编写了《“小院”解决

大难题》《治理深度扶贫的“河边实验”》和《蛋鸡产业首席科

学家的扶贫探索》，并报送教育部办公厅保密与档案处。

八、5 月 15 日，我校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以“面向十四五

——疫情后的乡村治理和发展”为主题召开线上视频研讨会，与

十位知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从不同视角探讨如何克服疫情影响，

赢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九、5 月 19 日，我校国家大学科技园举办服务“四区”（革

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助力消费扶贫与乡村

产业振兴座谈交流会，研究消费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有效途径。

十、6 月 6 日，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

经济管理学院武拉平教授应邀参加第十八届“中国兔肉节”，解

读兔产业经济发展和兔产业扶贫等相关问题。

十一、6 月 7 日至 14 日，国务院扶贫办产业指导司刘晓山

副司长带队赴山东、山西、重庆、浙江、广东 5 省，6 个产业基

地进行考察调研。经济管理学院张正河教授全程参与，并撰写相

关报告，报送国务院扶贫办。

十二、经济管理学院林万龙教授团队主持国务院扶贫办委托

的《“十四五” 脱贫攻坚规划》课题研究；承担陕西省 6 个贫



困县退出评估抽查工作；对江西省最后一批共 7 个贫困县摘帽工

作进行评估；撰写的《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未来 5 年的扶贫政

策的建议》，报送党中央、国务院。

十三、农学院“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专项班陈馨蕊、李玥、

杨雨欣、周景雪、类洪瑞 5 位同学参与教育系统扶贫平台“e 帮

扶”志愿服务工作；吴一凡、王照 2 位同学参与胡跃高教授“桃

园有机社区建设”项目，助力当地脱贫致富与乡村振兴。

十四、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反刍营养研究生第二党支部依托

“红色 1+1”活动前往河北省丰宁县五道营乡开展扶贫工作，收

集当地养殖技术需求，开展针对性帮扶，编写 2 册扶贫材料，捐

赠 200 余本图书，组织 10 余次科技讲座。

十五、疫情期间，理学院吴学民教授团队依托黄安坨科技助

农科技小院，积极筹措农业生产物资，捐赠绿色植保药剂，在疫

情条件下保春耕、保生产，助力黄安坨村脱贫攻坚。

十六、疫情期间，动物科学技术学院贺腾飞教授，多次深入

拓城县莲旺牧业和汇洋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调研，针对养殖技术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助力家乡脱贫攻坚。

十七、疫情期间，生物学院侯健副教授及团队成员在毕节市

赫章县走访三个少数民族乡镇贫困户，对贫困户进行技术指导、

提出建议，为赫章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保障。

十八、疫情期间，农学院曾昭海教授和臧华栋副教授联合张

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燕麦研究所，针对新冠疫情对该市脱贫攻坚主



导产业燕麦发展的影响，为当地燕麦种植户和企业进行技术培训，

并开展调研活动，相关政策建议得到河北张家口市领导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