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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

台建设。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制

定实施农村居民和脱贫人口持续增

收三年行动计划，全力以赴增加农

民收入特别是脱贫群众收入。支持

农民多渠道灵活就业，拓展工资性

收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财政投入，

保障转移性收入。

    

关键词：耕地保护

◆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

硬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基本农田“非粮化”，严控耕地转

为其他农用地。推进撂荒地利用。

引导新发展林果业上山上坡，鼓励

利用“四荒”资源，不与粮争地。

从严遏制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或

改变耕地用途的行为。

◆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年度任

务。2022 年建设高标准农田 480

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 80 万亩。

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确保长

期发挥效益。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

度，提升耕地地力等级。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启动实施农业现代化三年行

动计划。提升 200 个省级产业基地

建设水平，大力建设农业产业强镇。

加快绿色有机化发展，2022 年新

认证登记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 1000 个以上。制

定出台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不断做大做强林草产业。

◆全面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制

定出台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和支持种

业振兴若干措施。加快建设一批农

业种质资源保种场（区、圃、库）。

修订《云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

严厉打击假冒侵权等违法行为。

◆壮大农产品加工业。支持农

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改善储藏、保

鲜、烘干、预冷、清选分级、包装

等设施装备条件，夯实农产品初加

工基础。支持加工企业以食品生产、

药用开发、功能性产品开发等为重

点，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扎实抓好农业市场主体倍

增。加快引进培育一批百亿元级、

十亿元级的农业龙头企业。支持成

长性好的中小农业企业加快发展。

持续开展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

推进试点，加大示范社创建力度。

◆推进农业对外开放合作。依

托中老铁路开设农产品专列或专门

车厢，积极扩大鲜花、蔬菜、水果、

坚果、茶叶、咖啡等高原特色农产

品出口规模。在省内主要物流枢纽

规划建设水果、大豆、粮食、蔬菜、

肉牛等进出口集散平台。

    

关键词：强化支撑

◆建管并重抓好水利建设。全

面提速滇中引水一期工程建设。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