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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94216 户，较 2021 年底净增 19233

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5821 户，

较 2021 年底净增 600 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达 67590 户，较 2021 年底净增

1196 户。

    

助企纾困是重点
    

“目前，云南农业市场主体产业

化、规模化、市场化水平不高，整体

实力不强，品牌化能力弱，加之受新

冠肺炎疫情等持续影响，困难增多。

下一步，助企纾困将是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中之重。”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有

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2020年以来，云南已将助

企纾困作为做特“绿色食品牌”战略

和优化农业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进行

推进。针对农业企业发展难、融资难

等问题，云南一方面落实各项减税降

费政策，另一方面构建以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等财政投入为杠杆和担保的多

元融资体系。比如，全面建成以“一

部手机云企贷”为核心载体的“财政

资金引导 +金融产品 +财政风险基金

保障”的涉农融资体系，富滇银行、

建设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推出的各项

“云企贷”金融产品，为农业企业发

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云南将围绕重点产业，

实施扶持农业企业创业发展、强化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监测管理、开展农

民专业合作社试点示范创建、鼓励农

业企业上市融资、落实农业企业金融

支持优惠政策等11项政策措施，持续

开展助企纾困服务。同时，建立助企

纾困专项监测调度制度，及时了解企

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将服务

重心转移到帮助市场主体解忧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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