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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

普惠发展。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深入打造

“张桂梅思政大讲堂”。

●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布局实施一批省级重大科

技项目，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00项以上，净增科技型

中小企业1000户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超过3000户。

培育建设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生物种业、绿色铝

基材料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实现400项以上科技成果

落地转化。

● 全力做好人才引育用。实施产业急需人才引

进、产业人才培养、园区人才汇聚、卓越企业家培养

“四大工程”。持续提升腾冲科学家论坛影响力，努

力打造国际品牌化的“科技达沃斯”。建设国际人力

资源产业园。推行兴滇惠才卡，打造“彩云英才荟”

人才服务品牌。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在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上取得新突破

● 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实施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实

施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行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加

快建设一流企业。建立煤电电能量和调节容量市场，

健全新能源和储能价格形成机制。

● 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推广全国创新试点先进改革举措，打造标杆

州（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服务事项线上线

下同源发布、同步更新、一体化办理。优化惠企政策

申报系统，实现政策推送精准匹配、企业诉求一站直

达、普惠政策免申即享。

● 推动市场主体提质增量。深入实施市场主体

倍增计划，确保净增企业15万户以上、“四上”企业

3000户以上。健全招商引资省级统筹、州（市）联动

机制，引进超10亿元优质产业项目100个以上、“链

主”企业20户以上。

●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深入实施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十大工程，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

52%。开展融通发展专项行动，“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达400户。

加快做大贸易总量，在推进高水平开放

上取得新突破

● 持续扩大中老铁路黄金线路效应。加快推进中

老铁路沿线开发50个重大项目，年发送旅客1000万人

次以上、运输货物1300万吨以上。全面叠加自贸试验

区、经开区、综保区、跨合区政策，建好用好磨憨国

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 积极发展现代物流。加快建设昆明国际陆港，

打造昆明—磨憨陆港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国际班列集结中心和大宗商品集散中心，

A级以上物流企业达140户，现代物流业总收入突破

8500亿元。

● 加快发展口岸经济。集中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

枢纽型口岸。加快口岸重点产业园区建设，促进口岸

经济由“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 加强国际国内经贸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

盟自贸区3.0版建设。培育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自

贸试验区新设企业数、进出口总额、吸引外资均增长

30%以上。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全面推

进乡村“五个振兴”上取得新突破

● 全力促进农村居民和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60万人以上，培育“滇字号”劳务品

牌。做好“土特产”文章，健全乡村特色产业联农带

农富农机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分别增长6.5%、15%以上。加强防止返贫监

测预警。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

和垦造耕地行动，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新建和改

造高标准农田370万亩以上。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

升工程，建设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推动食物供给多

元化。

● 推进高原特色农业全链条升级。持续创建国家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实施高原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延

链、加工园区建设工程。开展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化试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突破7000户。第一产

业增加值增长6%左右。

●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开展“设计下乡”活

动，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和住房建设，新打造100个

绿美乡镇、200个绿美村庄。接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农村卫生户厕、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提高

到68%、6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38%，新改建

农村公路1万公里以上，农房抗震改造10万户以上。

●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深入开展“万名人才

兴万村”行动。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完善村规民

约，深化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推进新型城镇化

上取得新突破

● 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面完成省级以下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强化“三区三线”空间管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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