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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文

问题、一个方案、一名领导、一个专班、一抓到

底”的方式，针对营商环境不优、“躺平式”干

部、基层减负效果不佳等7个突出问题，由省委

常委牵头开展专项整治，提出131条整治措施。

各参学单位结合实际，梳理和整治119个突出问

题。通过主题教育，推动解决了一批制约全省高

质量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实打实

的成效促进了发展，以看得见的变化回应了群众

期盼。

第五，坚持“建新功”推动发展，把实现

“3815”战略发展目标作为使命责任，以干部之

干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拼搏奋斗。我们坚持把学与

做、知与行结合起来，持续深化作风革命、效能

革命，大力倡导和树立“十种鲜明导向”，通报

表扬10名优秀县（市、区）委书记，推出全国先

进典型鲍卫忠同志，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向先

进典型学习，把主题教育激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

干事创业、攻坚克难、担当作为的生动实践。

一是“三个定位”建设取得新进展。我们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实施“枝

繁干壮”、“幸福花开”、“石榴红”等工程，

建设374个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加快民族地区高

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我国

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样板。我们坚定不移走生态

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以“三治一改善”治湖治

水，全面推进绿美云南建设，把树种在群众身

边，建设一批绿美街区、“口袋公园”、美丽庭

院，让云岭大地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景更

美。我们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

中老铁路沿线开发三年行动计划，中老铁路累计

发送旅客2100万人次、货物2550万吨，“黄金线

路”效应充分显现；高水平办好第7届南博会，

国内外2050家企业线下参展，签署投资协议项目

342个；举办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签约项目

382个，展现出云南承接产业转移的巨大潜力。

二是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我们深入实施

农村居民和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大力发

展富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总结推广孟连

县牛油果种植“334”利益分配模式、永仁县搭

建“幸福里”劳务用工平台等做法，千方百计增

加群众收入，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今年上半年，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73万人，全省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增速排全国第5位，脱贫

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长18.3%。

三是经济发展向上向好。我们抓住事关云

南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先后谋划实施42个三

年行动，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

济。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42万

亿元、增长5.1%，经济保持了量的合理增长，并

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特别是投资结构进一步优

化，产业投资增长20.5%，工业投资增长32.7%；

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分别是2019年同期的

135%和122%。这些成绩充分表明，通过主题教

育，大家想干事的劲头更足了，干成事的人更多

了，真抓实干的氛围更浓了。

四是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我们深化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云南强边固防提出的“三边三好”重要

指示精神，有效应对强边固防新形势，启动实施

建强边疆党建长廊三年行动，大力推进固边、稳

边、兴边，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

守护好神圣国土。我们认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

救灾工作，建立防汛“1262”预警与叫应等机

制，开展防学生溺水等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这些问题，通过专项整治成效明

显，可见抓与不抓完全不一样。

总的来说，全省第一批主题教育组织有力、

工作扎实，形成了一些符合中央精神、体现云南

特点、行之有效的做法。中央主题教育总结部署

会议对云南开展“躺平式”干部专项整治、深化

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做法给

予了肯定，这是对我们的激励和鞭策。我们要学

好用好中央总结的第一批主题教育6条经验，学

习借鉴其他省区市的好做法，把我省第一批主题

教育中探索的成功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并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