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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党委政法部门：

统筹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统筹协

调维护稳定工作，加快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建

设，更好统筹协调政法机关资源力量，发挥职能

作用，强化维稳工作系统性，与公安部门分工负

责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推进平安云南建设。

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统一领导，提升档案

管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 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权力运行制

约和监督机制，整合相关职责，组建省市县监察

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党

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

察有机统一，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全覆盖。

●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综合管理部门：

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体制和知识产权管理

体制，加强监管协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

和优化政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职能。

加强和优化政府法治职能，整合司法行政

部门和政府法制机构的职责。

加强和优化政府财税职能，优化金融监管

力量。

加强、优化、转变政府科技管理和服务职

能，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

加强和优化政府“三农”工作职能，整合

相关部门涉及农业农村的职责和资源，推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加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机构和力量配备，

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

建立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整合组织

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管理和水、草

原、森林、湿地资源调查确权登记管理等职责，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优化林业和草原机构设置，加大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力度，整合森林、草原、湿地、荒漠

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监督管理、保护利用，

以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

公园等管理职责，归口自然资源机构管理，优化

自然资源公安管理职责。

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整合应对

气候变化和减排、编制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

管理、流域水环境保护、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

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职责，统一行使生

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责。

能源管理：

整合省级有关能源管理职责，推动云南能

源产业转型升级。

文化旅游管理：

优化文化旅游管理体制，统筹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职责，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强化行业监管，加大市场整治力度，以

“一部手机游云南”为抓手，推动云南文化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

卫生健康管理：

优化卫生健康管理体制，深化医疗、医

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加快老龄事业和养

生养老产业发展。

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

统筹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规范

机关事务管理机构设置，提升管理保障服务工作

水平。

● 统筹推进相关改革

深化人大、政协和司法机构改革。

深化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改革。

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深化乡镇机构改革。

深化跨军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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