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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篇云南篇

乌 蒙 巍 巍 ，赤 水

绵 长 。 4 月 27 日 ，云

南省委常委班子到昭

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

旧址，开展“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奋斗精神”

活动，进行党史学习

教育。随后，省委、省

政府在昭通召开现场办公会。今年以来，云南

将陆续在全部 16 个州市召开现场办公会，擂

响云岭大地发展的战鼓。

曾几何时，云南给人留下僻远和落后的印

象。如今云南发展进位争先，GDP 全国排名

上升至第十八位，解决了困扰千年的绝对贫困

问题，各项事业沧桑巨变，以“美丽”取代“贫

困”，成了许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

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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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云南的任务，也是

云南追梦的支点。

山乡巨变
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高黎贡山高哟，独龙江水长哟，共产党的

恩情，比山高来比水长……”在怒江傈僳族自

治 州 ，许 多 人 都 会 哼 唱 这 首《太 阳 照 到 独 龙

江》。从贫困落后到小康社会，从大雪封山半

年与世隔绝到通过隧道、5G 信号联通世界，独

龙族人民“一跨千年”。

云南，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云南有 4 个，迪

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州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全省 129 个县（市、区）中 122 个有扶

贫任务，有 88 个国家级贫困县、27 个深度贫困

县。按照国家统计标准，全省 2012 年底贫困

人口超过 804 万人……

2015 年以来，云南坚持党政一把手负责

制、五级书记抓扶贫，尽锐出战、攻坚克难。如

今全省 933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502 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

题，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

贫，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从贫困

落后到迈入全面小康的第二个“千年跨越”。

2020 年 12 月 30 日，大（理）临（沧）铁路通

车，古老佤乡第一次开来火车。不仅是临沧，云

南处处展新颜。如今云南民族地区通航运营民

用运输机场 8 个，一半的自治州进入高铁时代，

民族地区所有乡镇和建制村通邮、通硬化路，

一些昔日“鸟道雄关”，已成为今朝枢纽通衢。

云南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总

钥匙，2016 年至 2020 年，全省民族自治地方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 8.4%，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

标年均增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广大民族地

区山乡巨变、山河锦绣。

为让各族人民过上好日子，云南省把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正在

全省建立起“一平台三机制”：建全省统一的救

助平台防止规模化返贫，并建立起产业帮扶全

覆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帮扶和扶志与扶智

“三个机制”。如今，从雪域高原到热带雨林，

乡村振兴的大幕在云岭大地徐徐拉开，更幸福

的日子还在后头。

绿色打底
“三张牌”澎湃起新动力

4月 28日，《滇金丝猴保护绿皮书》在昆明正

式发布。滇金丝猴分布在滇西北密林间，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从监测看，滇金丝猴种群数

量从 1996 年的大约 13 群 1000—1500 只、2016
年调查的 18 个种群 3000 只，增加到现在的 23
个种群 3300 只以上。近 30 年的滇金丝猴保护

历程，是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

2020 年 9 月 30 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发出“春城之

邀”，再次将世人的目光聚集到云南昆明。

云南是北回归线上唯一的“生物多样性绿

洲”，哺乳类种数占世界的 5.4%；鸟类种数占

世界的 9.7%……近年来，作为我国重要的生

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云南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物种惊艳“上新”。“云南的

生物多样性资源为国家生物、生态安全和经济

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资源基础”，云南林业和

草原科学院教授杨宇明如是说。

争当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云南将国

土的三成多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全省森

林、草原、湿地总量持续增长，开创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立法的先河。同时纵深推进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和九湖保护治理等 8 个

标志性战役。

云南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打造绿色能源、

绿色食品和健康生活目的地世界一流“三张

牌”，为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贡献力量。2019
年，绿色能源跃升为云南第一大支柱产业，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居全国首位；全

省绿色食品品种、品质和品牌培育风生水起，

“健康生活目的地”逐步迈向国际化、高端化、特

色化、智慧化。以绿色为底，云南出台《关于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提出未来 15
年将重点培育 5个万亿级和 8个千亿级产业。

服务大局
“数字赋能”边疆变前沿

进入新发展阶段，云南处在全国什么水

平 ？ 如 何 确 立 目

标 ？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云南发展不平衡

不 充 分 的 症 结 是 什

么 ？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云南有哪些新优

势、新机遇？

优势在区位，出

路在开放！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在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上发力，开放

平台不断扩大。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为引领，云南推进以 2 个国家级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5 个国家级经开区、2 个综合保税

区、3 个跨境经济合作区、4 个国家级边境经济

合作区为纽带，26 个口岸为窗口的多层次开

放平台。自贸试验区 2020 年新设注册企业约

1.8 万户，外贸进出口额 700 多亿元，实际利用

外资占到全省近一半。

4 月底的玉溪峨山赤日炎炎，中（国）老

（挝）铁路国内段正在这里对轨道精调。中老

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

陆联国”战略的对接项目，年底建成通车后，

昆明至老挝万象有望实现直达运输、当日

通达。沿边开放交通先行，如今云南“七

出省五出境”的高速公路主通道基本成

型，“八出省五出境”的铁路通道加快推

进，航线基本实现南亚东南亚国家首

都全覆盖。云南省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超过 9000 公里，居全国第二位。

有形的路快速推进，无形的路

也异军突起。“数字云南”成为推

动 跨 越 发 展 的 大 手 笔 。 如 今 ，

游云南、办事通、云品荟、云企

贷、办税费等“云字号”的“一

部手机系列产品”，站到了

行业制高点，正推动云南

公共管理、社会服务和产

业 发 展 的 数 字 化 转字 化 转

型型。。而拥抱数字化而拥抱数字化、、

应 用 数 字 化应 用 数 字 化 ，，云 南云 南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也越走越宽广也越走越宽广。。

云岭大地高质量发展路正宽
本报记者 张 帆 徐元锋

回望百年奋斗路，云南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逐步摆脱落后、走向进步，摆脱封闭、走向

开放，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云南考察，作出“一

个跨越”“三个定位”“五个着力”和“四个突出

特点”“四个方面重点工作”等一系列重要指

示，为云南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使命，感恩奋进，推动

全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努力把总书记为云

南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

一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云南贫困人

口多、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一直是习近平

总书记牵挂的地方。全省上下牢记总书记嘱

托，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发展头等

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如期完成新时代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省 933 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8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8502 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贫困群众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

的 2301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0721 元，150万人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挪穷窝”“斩穷根”，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整族脱贫，困扰

云南千百年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

题历史性地得到解决，兑现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二是“三个定位”取得明显进步。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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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

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成效明显，被命

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市）、示范单

位数量居全国前列，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居民

收入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各民族手足

相亲、守望相助的情感纽带、合力守边固边兴

边的内生动力不断彰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历史性突破，九大高原湖泊水质保持总体平

稳，全省森林覆盖率增加到 65.04%，州（市）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8.8%，建成一批

美丽县城、美丽乡村。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

中心建设扎实推进，与 9 个国家搭建 11 个多

边双边合作机制，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缔结友

城 49 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

效趋显，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与周边国

家经贸往来进一步加强，中越、中老、中缅国

际通道建设有序推进。

三是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十三五”期

间，经济年均增长 7.8%，2020 年，全省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2.45 万亿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深化，产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力打造

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牌”“绿色食品牌”“健康生

活目的地牌”，绿色能源成为第一大产业，绿色

铝、硅产能居全国前列。“绿色食品牌”重点产

业综合产值年均增幅达到 16%以上，茶叶、鲜

花、蔬菜、水果、中药材、坚果、咖啡、肉牛等重

点产业产量和效益明显提升。服务业持续发

展，以“一部手机游云南”重构旅游新生态，智

慧旅游成为云南旅游业转型升级新名片。

四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全

力实施“能通全通”“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

“双十”重大工程，综合交通、能源、水利、信

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加快，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全省高速公路通车

里程超过 9000 公里、居全国第二位，16 个州

（市）实现高速公路互联互通，110 个县（市、

区）通高速公路，新改建农村公路 10 万公里，

交通基础设施实现由瓶颈制约向基本适应的

根本性转变。滇中引水工程建设加快推进，

乌东德水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力装机

总量迈上 1 亿千瓦新台阶。全省 8502 个贫困

村实现 100%通硬化路、通动力电、光纤网络

全覆盖。

五是社会民生补短板加快补齐。2015 年

以来，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3.2%用

于解决民生问题，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

系基本建立，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项目建成 62 万套，

完 成 农 村 危 房 改 造 130 万 户 ，惠 及 约 700 万

人。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达到 37500
元 、12842 元 ，2015 年 以 来 年 均 增 长 7.5% 、

9.5%。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提高 30 个百分点，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提高 4 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提高 23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 22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

覆盖，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全面达标，三甲医院

州（市）全覆盖，医疗服务水平全

面提升。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

防工作不断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群众满意度达 98%。

六是政治生态不断净化。坚决贯

彻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压紧压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从政治、思想、组织、作

风、纪律等方面坚决肃清流毒影响，党风、政

风持续好转，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各级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干事创业良好氛

围进一步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岭大地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重要讲话精神科学指引的结果。奋进新

时代，担当新使命，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精会神推动高质量发

展，团结带领边疆各族人民感恩党、听党话、

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牢记嘱托，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云南省委书记 阮成发

图图①①：：乌东德水电站大坝工程全线贯通乌东德水电站大坝工程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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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②：：云南昆明城市风貌云南昆明城市风貌。。 王正鹏王正鹏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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