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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环境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位和

规模的基本依据，构建城乡一体、“多规合一”的规

划体系，科学划定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基础设

施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永久基本农田和生

态保护红线。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防控

污染因子、重点行业，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确保

主城区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统筹抓好以

滇池为重点的市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深入实施滇池保

护治理三年攻坚行动，坚持“科学治滇、系统治滇、

集约治滇、依法治滇”，综合运用工程技术、生物技

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控制等技术手段，扎实推进污

水管网配套、入湖河道整治、湖滨生态系统建设，实

现河道水质稳定达标，确保滇池水质持续向好。持续

推进固体废物及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攻坚，强化农业

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大力推进滇池流域及西山等重点区域生态

治理修复，加强北部生态涵养区保护管理，全面提升

森林、河湖、湿地等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擦亮“春

城”的生态宜居品牌。

努力培育生态文化。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积极开

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和森林乡村创建，深入实施城

乡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严格环保

执法，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动员广大市民群众更

大范围、更深程度地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中来，

让保护环境、绿色发展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意识、主

动行为和良好习惯。

■ 更加突出扩大开放，建通道、拓格局，努

力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加快同周边国家

互联互通国际大通道建设步伐。我们将主动服务和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印度洋经济

圈，围绕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目标，在更宽领

域、更高层次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进“一个枢

纽”“四个中心”“三大品牌”建设，不断提升昆明

城市国际化水平。

努力提升互联互通力。配合推进昆明长水国际机

场综合交通枢纽、渝昆高铁昆明段主线工程、西部陆

海新通道等重大交通设施建设，扩大昆蓉欧、中亚铁

海联运货运班列辐射范围，加快申报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项目，争取国家把昆明列为互联网基础设施节点城

市，加快把昆明建设成为国内衔接顺畅、国际互联互

通、节点功能完善的区域性国际综合枢纽。

努力提升经济辐射力。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高标准推进自贸区昆明片区改革创新

发展，深入推进中国（昆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建设，支持综合保税区加快发展，推动高新保税物

流中心、腾俊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高效营运，打造

多元合作新平台，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将昆明建设成

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商贸要素高度聚合、经贸环境

开放宽松、服务业高度发达、跨国公司数量众多的开

放型经济高地。

努力提升区域竞争力。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模式和

服务标准，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

清单”制度，积极推进“三互”通关、“单一窗口”

服务和无纸化通关。以优化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

为重点，大力推行“一网四中心”“七办”模式，持

续开展营商环境“红黑榜”考核评价工作，加快形成

投资贸易便利、行政效率高效、服务管理规范、法治

体系健全的发展生态，努力打造一流的便利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努力提升城市吸引力。把昆明的资源禀赋、民族

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实施美丽

昆明建设行动，大力培育城市文化气质，积极推动美

食之都建设。加快呈贡核心区、巫家坝、大渔等重点

片区开发建设，科学布局和完善教育、文化、医疗等

公共服务功能。全力服务保障好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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