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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

规划与用地政策有机融合，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

● 构建协调有序的城镇体系。培育发展昆明都

市圈，加快曲靖云南副中心城市建设，促进昆玉、昆

楚、个开蒙协同发展。稳步推进滇西一体化和滇东北

开发。试行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53%以上。

● 推动城市更新。实施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建

设公园城市和绿美城镇，新增城市绿地面积1500公顷

以上。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500个以上，实施城镇

棚户区改造6万套，新建和改造燃气、供排水等管道

6000公里以上，消除60%的城市黑臭水体。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上取得新突破

●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抓好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和长江经济带警示片反馈问题整改，支持生

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严格九湖“两线”“三区”管

控，加快打造滇池沿岸大生态、大湿地、大景区。协

同推进六大水系保护治理。

●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深入

推进“三屏两带六廊多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完

成营造林300万亩、种草改良55万亩。全力推动4个国

家公园创建工作。拓展深化COP15后续效应，积极争

取生物多样性国际论坛落地云南。

● 扎实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完成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构建。实施节能减排十大重点工

程，深入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支持普洱、澄江、屏边、水富开展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试点。

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在增进民生福祉上

取得新突破

● 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突出做好青年特别是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抓好10类重点群体创业，开展

各类创业培训6万人以上。城镇新增就业50万人以上。

● 加快健康云南建设。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

善人口服务体系。建好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细

化落实国家“乙类乙管”总体方案，保障群众就医用

药需求。深入实施爱国卫生新的“7个专项行动”。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 织密兜牢社会保障网。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要求。推进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有效衔接。

建立基础养老金标准常态化调整机制。强化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 深入推进文化润滇。全力申建元谋猿人、晋宁

石寨山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快长征、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云南段）和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建

设，推进千里边疆文化长廊、博物馆、实体书店、国

门文化等建设。培育一批品牌文化产业园区。

● 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施“枝繁干

壮”工程，广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

育。持续实施“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

高质量建设374个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实施“石榴红

工程”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建设边

境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

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提升

安全保障能力上取得新突破

● 持续推进强边固防。推进智慧边防建设，完善

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深化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整

体战、攻坚战、科技战，提高管边控边现代化智能化

水平。

● 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全力保交楼、保民

生、保稳定，支持优质房企脱困，推动房地产业向新

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开工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5万套以上。

● 强化财政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加强基层财政运

行监测预警。严控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务规模。强化省

属企业债务化解和约束，“一企一策”挂牌督战、穿

透监管和联动管控。

● 维护能源资源安全。加快新能源项目和配套送

出工程建设，力争新开工1500万千瓦。加快480万千

瓦火电项目建设。推动煤炭安全清洁高效利用，力争

原煤产量7100万吨以上。推进国家原油和成品油储备

项目建设，建成2个应急气源储备中心。建设有色稀

贵金属储备基地。

● 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加快建立大安全大应

急框架，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开

展新一轮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基本建成覆盖省市县乡

村的应急广播体系。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健全生

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

●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试点。开展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加快建设现代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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