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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支撑能力。抓好风险防范，在全

国率先出台产业风险防范指导意见。

深化农村“三变”改革，探索村级集体经济收益

分配管理制度，盘活村集体资产，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扎实开展村级集体经济帮扶救助，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强化全

省农民增收联席会议机制，持续开展农民收入监测调

度分析。推广龙头企业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

的“双绑”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户更多分享全产业链

增值收益，拓宽经营性和财产性增收渠道。2022年，

全省2.8万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共带动163万户有产业

发展条件的脱贫户持续增收。投入7.5亿元支持1500

个村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强村工程项目，全省99%的行

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5万元以上。

聚力全链升级强产业，特色农业实力不断

壮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云南加快实施农业现代化三年行

动，落实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政策，按

照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思路，聚焦14

个重点产业抓项目抓链条抓体系。扎实推进蔬菜、

咖啡、花卉、肉牛4个产业集群建设，成为全国在建

的产业集群绩效评价为A档的唯一省份。持续加强芒

市、开远市、元谋县、思茅区、寻甸县5个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43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加快

推进咖啡精品庄园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一村一品”

示范村、建设绿色产业基地。聚焦花卉、蔬菜、小浆

果和养殖等产业，加快发展高效设施农业，统筹发展

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实现节本、

增产、提效。

实施农业市场主体倍增计划，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加快构建以大型龙头企业为引领、中型先进企业

为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的发展格局。2022

年，净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983户。

大力培育区域公用品牌，完善品牌目录制度，持

续推进品牌打造和产业融合发展。昭通苹果进入国家

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芸岭鲜生被推介为2022年农

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永仁香橙沃柑等6个产品

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聚力补短板强弱项，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

断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云南以科技引领农业现代

化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022年，推介发布农

业主推技术77项、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意见23项，多年

生稻23、云油杂15号成为2022年全国粮油生产主导品

种，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0%以上；热带亚热带玉

米种质创新利用、多年生稻生物学与种质创新、跨境

动物疫病防控、特色鱼类保护与种质创新4个重点实

验室纳入部省共建名单。

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推进国家区域性畜禽

遗传资源基因库和干热区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圃等11

个种业提升工程项目建设，新增国家区域性良繁基

地、制种大县、畜禽核心育种场5个，省级种质资源

库（圃、场）19个，3家企业入选国家种业阵型企业

名单。

持续推进农机补短板行动，加快提升丘陵山区农

机化生产及技术装备水平，规范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全省农机化水平显著

提升，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2%。

积极探索绿色兴农路径，推广应用农业资源节约

集约技术和“顺丰模式”，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农作物秸秆、农

膜回收利用，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以“九湖”流域为重点，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全

省化肥农药施用量实现“六连减”，宾川县、石屏县

成为第三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单位。

聚力乡村建设改革，农村面貌不断改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云

南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建设，建设示范

乡镇16个、精品村203个、美丽村庄1638个，3个县

（市、区）被列入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

位名单。

聚焦集合农村资源，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持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持续推进

股份合作制改革，建立法人治理机制，全省共登记赋

码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92506个，实现有经营性资

产的村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覆盖。建立省级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联席会议制度，

推进晋宁区、维西县整县（区）试点工作，晋宁区探

索形成“继续延包、分户承包、互换承包、退出承

包”试点经验并在全国推广。开远市作为全国农村改

革试验区完成4项拓展实验任务。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