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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激发社会投资活

力，加快谋划一批进国家盘子的“十四五”重大项

目，以投资稳发展。

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织密织牢疫情

防控网，坚决堵住所有可能导致疫情反弹的漏洞。

精准抓好内防反弹。把严防边境疫情输入作为重中

之重。强化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疫情防控体

系。构建多层次全方位防控体系。重拳打击非法出

入境活动。健全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加强与

周边国家疫情防控联动协作。压实属地责任。

13 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
确保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目标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开展百日总攻行

动，确保剩余9个贫困县、429个贫困村、44.2万贫

困人口上半年达到脱贫退出标准。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驰而不息打好“三

大保卫战”和“八个标志性战役”。强化综合治

理，确保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全面落实河（湖）长

制，继续抓好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加强六大水

系保护修复和水源地保护。强化土壤污染管控与

修复。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加强政府

债务限额和预算管理，持续强化国企负债规模和资

产负债率双重管控，加强投资管控，深入开展金融

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分类处置不良贷款存量风险，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实施加快补

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行动计划，实现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达90%、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85%，三

甲医院州市全覆盖、县级公立医院提质达标、县域

内就诊率达90%，农村电网、通信网络升级改造全面

达标，完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研发投入强度等规

划目标。

14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八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着力健全发

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实施千

亿技改工程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优化升级烟草、

电力、有色等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新材料、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

业，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特色

产业集聚区，确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以上。

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要取得更大突破。持

续打造“绿色能源牌”，发展一批绿色铝材、绿色

硅材精深加工一体化产业基地。持续打造“绿色食

品牌”，筹集100亿元高标准建设特色农产品加工

产业园。持续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牌”，深入推

进旅游革命“三部曲”，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促进旅游业全面转型升级。

大力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推进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资源整合

共享，加大研发投入，推动重大创新技术和产品应

用。启动云南省实验室建设，推进铝工业、硅工

业、新能源电池材料等研发平台建设。大力培育科

技型企业，认定省级技术中心20家以上。

全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做强滇中、搞

活沿边、多点支撑、联动廊带”，构建以滇中城市

群为核心、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带动的城市化格局。

全力推动最美丽省份建设。扎实做好空间规划

大管控、城乡环境大提升、国土山川大绿化、污染

防治大攻坚、生产生活方式大转变等工作，让“边

疆、民族、山区、美丽”成为云南的靓丽名片。

15 以更大力度推进“数字云南”建设，
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

积极布局新基建。深入推进高水平宽带网络建

设。加快布局5G网络、数据中心、区块链技术云平

台、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快推进数据与其他

生产要素深度融合。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集成

建设云南政务一朵“云”。

推动“上云用数赋智”。制定财税政策，建设

普惠性服务平台，营造数字化生态，解决企业数字

化转型“没钱转”“不会转”“不敢转”等共性问

题。深化“一部手机”“刷脸就行”“亮码扫码”

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应用和集成创新，打造一批智

慧城市、智慧小镇。

建设产业互联网。聚焦八大重点产业和世界一

流“三张牌”，建设综合性产业互联网平台，打造

3～5个垂直领域应用平台。

16 突出项目引领，
加快“五网”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加快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快

高速公路建设，今年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

9000公里。加快渝昆高铁、玉磨铁路、大瑞铁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