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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9%；新能源电池达319亿元，增长406.5%。一大批

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全省工业

呈现厚积薄发的态势。

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上永葆清醒坚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履行党组书记第一责任

人责任和党组成员“一岗双责”，积极开展“清廉机

关”建设活动，认真抓好巡视整改工作和政治巡察，

严肃查处违纪违规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牢固树立“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效

率意识，持之以恒纠治“四风”，深化“作风革命效

能革命”，对重点工作实行“3A、2A、1A”项目化管

理，重要事项督查督办，不断提升工作效能。

全力推动云南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

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

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提出“3815”战略发展目标，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省两会对今年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党组将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围绕

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大

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持续推进产业强省三年

行动，实施工业振兴行动，全力推动云南工业和信息

化高质量发展。

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谋划，以全局视

角、长远眼光推动未来工业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强

化战略思维，围绕“三年上台阶、八年大发展、十五

年大跨越”，紧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深入实施产业发展三

年行动。围绕体制机制抓谋划，完善经济运行、项目

协调、招商引资、产业推进、考核激励等机制，建立

健全云南省工业发展的“四梁八柱”。

全力推动工业振兴，全面彰显工业在全省经济中

的“压舱石”“主引擎”作用。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工

业化，实施工业振兴行动，推动重点州（市）全面发

力、重点行业加快发展、重点企业发力增效，全力推

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围绕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断提升工

业总量规模、质量效益和创新能力。

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全力打造绿色能源强省、

有色金属产业强省、生物产业强省。依托资源基础，

选准产业赛道，加快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

加强产业规划引导，抓好产业链优化提升，研究谋划

产业突破口，进一步挖掘新热点新赛道，争取谋划形

成一批增后劲、管长远、带全局的产业。突出重点产

业，完善产业推进机制，加快打造绿色铝谷、光伏之

都、先进制造业、新材料、动力电池、生物医药等优

势产业。

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以高层次、大手笔工业投资

增后劲蓄动能。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增长

的重要抓手，实施工业投资三年行动，持续扩大工业

投资规模，优化工业投资结构，全面营造大抓项目、

大抓投资的浓厚氛围。建立健全项目推进机制，按照

“省级、州（市）、园区、企业”四个层级，建立上

下联动、横向协同、跨区域行业贯通的工作机制。聚

焦重点产业靶向招商，全力以赴“招大引强”。聚焦

重大项目，强化精准服务，加强土地、能耗、环评等8

要素保障，加快项目投产达产，以项目建设实物量带

动有效投资。

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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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加

力落实惠企政策，持续推进“三进市场主体”活动，

大力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建立防范拖欠中

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培育

市场主体，分层梯度培育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让市场

主体多起来。完善政企沟通机制，竭力解难题、办实

事，支持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创造就业、参与竞争

中大显身手。

加快发展园区经济，不断提升园区综合竞争力和

辐射带动力。深入开展园区规模和质量提升行动，加

快项目扩园、企业满园、集群强园，“一园一策”发

展千亿级园区。推进服务优化提升，加快完善园区基

础设施和配套功能，全面推行绿美园区建设，培育绿

色低碳产业园区。加快产业集群集聚，不断优化产业

布局，推动形成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特色突出的产

业集群和产业基地，打响“云南制造”品牌。

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推动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国际信

息大通道建设，培育行业级大数据中心。集聚发展电

子信息制造和软件信息服务业，大力支持5G、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大数据、区块链

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积极培育新产品、新技术、

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发展，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

数字经济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