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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

项目推介信息、支持政策等；建立省级重点民间投资

项目库，将重大民间投资项目纳入省推进有效投资重

要项目协调机制；深化云南省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

服务平台应用，实施优质中小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加

强对民营经济急需紧缺人才的教育、医疗、养老、托

育等公共服务保障，大力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推进民营经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加快优化完善云南

省惠企政策申报系统功能等工作措施，以实实在在的

政策支持，回应企业关心和诉求，稳定民营企业预期。

3.加强民营经济法治环境建设

提出积极做好民营企业法律服务工作、依法保

护民营企业诉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

益、健全监管执法体系、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

5条具体意见。

其中细化提出：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畅通法律问题咨询通道，发挥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作用；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扩大简易程序和小

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压缩民事案件平均审理周期，

用好用足各类强制执行措施，全力保障民营企业胜诉

权益及时兑现；加强涉民营企业案件检察监督，建立

完善防范化解风险协作机制，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

作，每月设定“企业安静期”，推动监管信息共享互

认，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等工作措施，切实为民营企业

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4.加快推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

提出培育壮大民营经济经营主体、支持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3条具体

意见。

其中细化提出：持续推进民营经济“个转

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分级、分类

确定培育对象，制定培育清单；健全创新型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支持民营企业集

中精力做强做优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支持民营企

业进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原始创新保护力度；

持续推进工业互联网一体化进园区，提供优惠精准的

数字化服务，深入开展“上云用数赋智”行动等工作

措施，引导民营企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加快数字

化转型，推动企业提质升级。

5.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提出强化民营企业家培养、大力弘扬企业家精

神、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3条具体意见。

其中细化提出：探索创新民营经济领域党建工作

方式，积极稳妥做好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先进分子中

发展党员工作；深入实施“云南民营企业家素质提升

工程”，开展民营经济人士“培根促长”素质提升工

程，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办好“滇

商大讲堂”，培养一支能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民营

企业家队伍；组织开展“万名干部进万企”行动，深

入实施“梧桐树”工程，持续推进领导干部挂钩联系

民营企业和商（协）会制度，积极帮助协调解决困难

问题；建立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

制，每2年开展一次全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情况

评估等工作措施，切实为民营企业家营造健康成长的

干事创业氛围。

6.强化组织保障

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激励约束、

及时做好总结评估3条具体意见。

其中细化提出：推动州（市）开展非公有制经济

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两个健康”

先行区创建工作，纳入州（市）工作考核内容；探索

优化针对优秀民营企业和经营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建

立完善省、州（市）、县（市、区）三级民营企业投

诉（维权）中心，畅通民营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完善

投诉举报保密制度、处理程序和督办考核机制；开展

好民营企业评议政府职能部门工作，完善营商环境评

价体系，健全政策实施效果第三方评价机制等措施，

强化各级各部门责任落实，增强政策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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