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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围绕政策、资源、基础等优势，

首先重点开展集生产、加工、流

通、科技、服务等环节为一体、相

辅相成的、变同质竞争为抱团发展

的跨行政区域产业集群建设。”胡

波告诉记者，目前，农业农村部和

财政部正在积极启动全国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建设，云南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中，花卉和蔬菜两个产业集群

建设项目成功入围。连续三年每个

产业每年将获得国家1亿元投资。未

来几年，花卉产业集群将覆盖5州

(市)6县，蔬菜产业集群将覆盖7州

(市)6县。

同时，云南还将继续拨出专

款、强化政策，并围绕“八大产

业”和其他名优特色产业，开展

“一县一业”示范创建。目前，云

南省政府公布的新一批20个“一县

一业”示范创建县名单中，覆盖了

云南主要的特色产业。今后三年，

云南将每年投入6亿元资金，在全省

打造一批“规模化、专业化、绿色

化、组织化、市场化”的高水平县

域产业发展标杆，还将通过产业强

镇和“一村一品”的打造，推动乡

村产业兴旺。

根据部署，云南还将持续高水

平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乡村振兴

示范园建设。在建成3个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32个省级农业产业园

的基础上，不仅抓好这些产业园的

提质升级，还将围绕精深加工、农

产品冷链物流等环节，建设一批新

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并按照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遴选建设一

批乡村振兴示范园区，达到产业兴

旺推进乡村振兴的目的。

此外，云南还将主要围绕“绿

色食品牌”建设，打造一批“绿色

食品牌”现代化生产基地。围绕经

营主体、基地规模、生产规范、产

品市场、绿色发展、品牌打造、科

技支撑、专业服务八个角度，在全

省分级建设一大批新的产业基地，

助推万亿级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顺利

实现。目前，有关申报认定等前期

工作正在开展中。

据了解，云南力争到2025年，

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加工产值

将达到2万亿元；到2030年，达到3

万亿元，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占GDP比

重达到10%；到2035年，云南将成为

全国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和面向南

亚东南亚特色农业创新发展辐射

中心。

发展现代农业需换挡升级

尽管云南发展高原特色现代

农业基础不错，但胡波也表示，目

前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还存在加

工链条落后、产业链短；产品区域

“小特产”明显，“大品牌”建设

明显滞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态和

模式单一，竞争力弱；企业实力不

强，整体上“散小弱”明显等一系

列突出问题和短板，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产业的打造和农业的提质

增效。

“用一句话来概括万亿级高

原特色现代农业的打造，就是前景

广阔、优势明显，但短板也较突

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戴陆园认为，目前云南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基础十分雄厚，

实施方案稳中求进，但各种发展瓶

颈和短板突出，急需推进高质量

发展。

戴陆园认为，要破解这些短

板，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见子

打子”。首先，要按照集中连片、

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

要求，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

加工；启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设施建设，推广应用移动式冷链

物流设施；加快现代信息网络和数

字技术的农业应用，全面改造农业

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以此推进现

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建设。

戴陆园表示，还要深化农村改

革，激发内生动力，提高农业发展

组织化水平。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

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广家庭

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规模

服务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建

成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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