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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系列新型金融产品。

此外，在税收优惠、

用地、用水和用电保障等方

面，云南除继续贯彻落实国

家相关优惠政策外，还积极

为企业探索出多种适合不同

地区发展以及符合农业生产

实际的保障服务体系。例

如，通过省级配电售电统

筹，推进企业用电电价改革，将省

级及以上42个农业产业园区中的农

产品加工企业纳入一般工商业优惠

电价政策名单，按一般工商业用电

价格的50%给予电价优惠，仅此一

项就每年为企业减轻了1250万元电

费负担。通过一系列工作，云南农

业营商环境的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

升，服务企业能力不断增强。

“破瓶颈”亟待加速

虽然云南农业领域营商环境

得到不断优化，但农业产业化、市

场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仍不容忽视。

目前，云南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还面

临着各种艰巨任务和挑战：规模

化、市场化弱，生产方式滞后、机

械化程度低，加工环节基础薄弱、

精深加工产品低端，生产主体融资

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产业和

产品品牌化发展滞后，市场竞争力

不强，产品“叫好不叫座”现象突

出……极大地制约了云南特色农业

产业由大到强以及云品出滇参与到

更广阔市场的发展和竞争中。

如何打破瓶颈，做特“绿色食

品牌”？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指出，将积

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营造一

流营商环境，力争3年实现全面提

升并进入全国一流行列。这些新部

署、新战略，为云南农业发展以及

农业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指明了

方向。

日前，云南制定出台了《推

进产业强省建设若干财税政策措

施》，明确提出将建立多元化资金

投入机制，重点支持打造“三张

牌”。在做特“绿色食品牌”方

面，将全面通过支持绿色食品初加

工和精深加工，因地制宜打造一批

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

推进“种业芯片”工程，支持围绕

“绿色食品牌”重点产业的农业种

质资源开发、鉴定评价、推广应用

和数据共享。支持品种培优、品质

提升、品牌打造和冷链物流建设，

电商赋能畅通农产品供销衔接和培

育新业态。创新“一县一业”财政

支持政策和支持方式，促进产业升

级和富民强县，这将对云南农业营

商环境的优化提升产生巨大的推动

作用。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云南将紧紧抓住农业营商

环境新的政策利好，通过积极实施

“扶持农业企业创新发展、强化农

业企业招大引强扶持力度、鼓励农

业企业上市融资、落实农业企业金

融支持优惠政策”等11项政策措

施，进一步夯实优化营商环境的政

策、资金和服务基础。力争到2025

年，全省农业企业数量达到14.2万

户，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

达到9000户以上；茶叶、花卉、水

果、蔬菜、肉牛5个产业综合效益实

现“5年翻番”，其他产业实现高速

增长，让全省农业规模化、市场

化和品牌化效应得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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