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昆明市滇池沿岸各

湿地公园内，水杉迎来最佳观

赏期。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

水杉林色彩斑斓，仿佛一幅幅

浓墨重彩的油画，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打卡。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干沟尾湿地公园

滇池湿地水杉红 生态美景引客来

市民在海洪湿地公园游玩市民在海洪湿地公园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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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好农家增收账 鼓起农民钱袋子
我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我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

悉，我省抢抓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

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全面系统开

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

“四好”建设，全力打造宜居、韧性、

智慧城市，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全省城镇建

设工作迈上新台阶。

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45万个

近年来，我省扎实推进“三改”（棚

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和背街小

巷改造）工作，通过开展城市体检评

估、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打造典

型示范项目等举措，有效推进城镇

人居环境改善。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

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45万个，惠

及 130.17万户群众；累计开工改造城

镇棚户区 126 万套，惠及 380 余万名

群众。自实施农村危房改造以来，

全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418亿元、省

级配套 176亿元，完成改造和抗震加

固 370余万户，居全国第一。

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省

累计建成投运生活污水处理厂 183
座，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 570
余万立方米，集中收集率达 67.4%。

全省累计建成投运生活垃圾填埋场

127 座，建成投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 29 座，全省城镇生活垃圾日处理

能力达到 3万吨。同时，加快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

成海绵城市 490余平方千米，占城市

建成区面积的近 40%。开展黑臭水

体治理，35 条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已

全部完工。

为提高城乡建设法治化水平，我

省全面推行“一委一办一平台”工作

模式，全省 81个县（市、区）成立了综

合执法局，建成省级城市运行管理

服务平台，抓实城市治理风险防

控。自 2023 年 8 月全国城镇燃气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全省共

开展排查检查 18 万次，完成经营性

自建房安全隐患整治 3.6万余栋。实

施城市街道“清爽行动”，查处整治

乱停乱放、乱搭乱建等“六乱”行为

500余万起。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03平方米

我省以打造独具云南特色的品

质城镇为目标，充分发挥云南生态

本底优势，深挖省内优秀历史文化

资源，充分彰显自然山水、民族特色

和历史文化资源，展现云南城镇多元

多样的人文魅力。

在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同

时，我省深入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

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截至目前，

全省共有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街）137
座（个/片），确定历史建筑 2528 处。

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8座，并列全

国第三；国家级传统村落 777个，居全

国第一。大理州、建水县、腾冲市、景

洪市、澜沧县、玉龙县、凤庆县先后入

选国家级示范州、县（市），累计获得

中央补助资金 5.5亿元。

在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工作中，我省设立省级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补助资金，累计投

入 4 亿元开展省级示范工作。截至

目前，全省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县（含国家级和省级）达到

34 个。与此同时，持续推进绿美城

市建设，共选出了安宁、景洪、开远、

石林等 40 个特色鲜明、类型丰富的

绿美城市，评选出巍山县文华书院、

宜良县雉山坡机关大院等 400 个环

境优美、生活恬美的绿美社区。

据统计，自 2022 年以来，全省累

计新增城市绿地面积 5300 多公顷，

城市公园数量跃升至 2700 余个，建

成绿美社区 4730 个、绿美街区 853
个、绿美街道 1341条。目前，全省城

市绿地面积达 8万多公顷，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 14.03 平方米，城市绿地

率达 39.90%，累计创建国家园林城

市（县城、城镇）37 个，省级园林城

市（县城、城镇）48个。

建成绿色建筑超3亿平方米

住房保障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

生问题。近年来，我省坚持房地产

开发和政策性保障住房双轨并行，

租购并举，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优化住房供应结构，推动住房市

场体系和保障体系协调发展。

为不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我省

通过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探

索打造“好房子”、推行现房销售试

点，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

进住房体系从“有没有”向“好不好”

转变。同时，扎实推动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完善“市场+保障”体系。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优化调整住

房公积金政策，全省各地及时落实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调

政策，提高贷款购房和租房提取额

度，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租购住

房安居。截至 11 月底，全省住房公

积金累计缴存总额 7200 余亿元，住

房公积金缴存余额 2100 余亿元，个

人住房贷款总额超 4000 亿元，住房

公积金个人提取总额 5100余亿元。

在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中，全省各地

稳步实施房地产领域“三大工程”（保

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

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其中，2024
年，昆明市已开工建设配售型保障

性住房 5000 套，开工改造 44 个城中

村，“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有序推进。

为引导建筑业转向高质量、高科

技、好服务，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

我省严格规范市场秩序，积极推动

应用新材料、新工艺，深化建筑市场

与施工现场“两场”联动机制，建立

健全工程质量保障体系，积极开展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截至今年 11
月，全省累计建成绿色建筑超 3亿平

方米。

本报记者 付欣鑫

辛苦耕耘一年，移民搬迁到

元谋县江州村的阿亚龙算起了

今年的收入：上半年，8 亩地收

获一轮洋葱，亩均收入 1.5 万

元。下半年，种辣椒亩均收入在

1 万元以上。种洋葱和辣椒的

间隙种了一轮玉米，除自给自足

外还有额外收入。三轮种植后，

还有两个月的休耕时间。“粗算

下来，今年收入超过 20 万元。”

阿亚龙说。

农家小账连成国家大账。

2024 年，我省锚定建设农业强

省目标奋进，农民增收工作的分

量仍然很重。前三季度，云南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531
元，增长 6.8%，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6.5%，增速高于城镇居

民。农民收入增速“跑赢”城镇居

民，彰显云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刚刚结束的省委十一届七

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再

次强调农民增收工作的重要性，

为来年助农增收指明方向。一

年来，云南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

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

力，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

实惠。

招商银行昆明分行——

以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细看农民增收账本，工资性

收入是大头。

今年以来，我省稳住外出就

业、大力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实

施农村居民和脱贫人口持续增

收等三年行动，常态化监测返乡

回流务工人员，全面落实就业指

导、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兜底

安置等措施。按照“四个一批”

要求盘活帮扶资产，开展“家门

口务工车间”试点。

随着果品企业落地和永仁阳

光生态花果园投产，“用工难”问

题凸显，仅哲林芒果、光筑蓝莓两

家农业龙头种植企业，高峰期每

天用工缺口近 2000 人。近期是

蓝莓采摘季节，光筑蓝莓基地里

的工人大都来自“幸福里”就业平

台。通过该平台极大地解决了企

业用工难题，光筑、哲林等企业每

年支付工人工资达 2558万元，土

地流转费 1200余万元。

通过总结推广永仁县“幸福

里”就业平台等经验做法，我省

今年前三季度脱贫劳动力县内

务工累计实现 167.3 万人，创历

年新高。

我省通过全力推进每村培

养 3 至 5 名致富带头人工作，已

累计认定 3万人。目前，全省农

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1546 万

人，脱贫劳动力实现就业 362万
人，规模居全国第二位，2.59 万

名返乡脱贫劳动力实现转岗再

就业。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

全国 0.2个百分点。

小账本承载万家幸福。省

委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

动，把就业、增收、教育、医疗、

“一老一小”等民生大事办好办

实办长远，让边疆各族群众更加

幸福安康。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资源经济要在“换”字上

下功夫，以资源换价值链中高端

的产业，换有核心竞争力的产

业，换促农增收能力强的产业。

云南始终高度重视“三农”

工作，始终突出农民增收这条主

线。 2025 年，我省将继续激活

农村资源要素，带动更多群众增

收致富，让广大农民生活红红火

火，把乡村全面振兴的愿景变成

幸福实景。

云报全媒体记者 王淑娟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千方

百计在加强利益联结、示范牵引

等方面做文章，通过聚焦特色产

业发展、东西部协作等工作，让

增收渠道更稳更宽，赋予广大农

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农民增收是一个老话题，又

连着一个个新课题。谁来种地、

怎么种地？城乡发展不平衡如

何破解？小农户群体如何与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起来？答

好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今年，我省始终将完善联农

带农机制作为主线，强化联农带

农的利益联结机制成为农民从

土地和产业发展中持续稳定获

益的“金腰带”。过程中，我省

积极答好拓宽致富渠道、赋予农

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两大关

键问题。

耿马县通过引进企业导入

专利技术，实现“一根甘蔗，吃

干榨净”，将每年加工榨糖产生

的 40多万吨甘蔗废渣制成可降

解餐饮具、包装材料，产值突破

6亿元，提供 600个就业岗位，同

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中

入驻。以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

为龙头，形成“1+16+N”沪滇共

建园区体系，引导企业入驻和推

进沿边产业转移。“十四五”规

划打造 100 个沪滇乡村振兴示

范村，首批遴选沧源县班洪村

等 25 个民族村寨，成功打造大

理“有风小院”、普洱“共享星

村”等品牌项目，带动农产品

生产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

村电商等产业发展。

农村产业基础不断夯实，最

大限度地激活了人、地、钱、自

然风光等资源要素，跑出乡村振

兴“加速度”。

我省坚定农业农村发展依

靠农民，发展成果与农民共享，

积极引导农户参与农业强省建

设，防止其成为农业强省建设的

“旁观者”“局外人”。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尽

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形成企业

和农户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

合作的新格局。

这一年，云南坚持“三个一

律”，确保使用乡村振兴衔接资

金发展产业、使用沪滇协作资金

实施产业项目、流转农村土地发

展规模种植养殖业的主体一律

建立联农带农机制。大力推广

孟连县牛油果“334”、蒙自市蓝

莓“622”等 10种利益联结模式，

率先制定实施支持经营主体联

农带农的省级奖补办法，各类经

营主体以利益联结带动全省

65%的农民增收。

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

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

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

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力

的有效途径。

为推进橡胶产业联农带农

促增收，勐腊县形成以田野橡胶

有限公司为龙头的橡胶产业链，

带动全县 229.63 万亩橡胶基地

稳步发展，去年实现户均增收

1.44 万元。推进养殖业联农带

农，该县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

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至 506
家，带动群众与合作社抱团发展

成效日益显现。所带动的农户

中，增收最多的一户创收 150万
元，最少的也增收 1万元。推进

特色产业联农带农，该县结合资

源优势，大力培育专业大户 65
户，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蚯蚓养

殖大户王娅与勐醒村 10户脱贫

户签订帮扶计划，对有劳动力

的，为其提供就业机会。

从中可见，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专业大户已成为我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军。

到今年 9 月，全省有农业企

业 17.3万户，其中农业龙头企业

7950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6.9 万

户、家庭农场 8.5 万个。着力推

进农业龙头企业“三个全覆盖”，

云南实现国家级龙头企业全部

覆盖 16 个州（市），年内将实现

省级龙头企业全部覆盖 129 个

县（市、区），县级以上龙头企业

已覆盖 90%以上的行政村。

2024年云南经济观察

持续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

多措并举办好促农增收实事

“这笔贷款不仅满足了公司的融

资需求，更为公司的产业升级和技

术研发提供了动力。”作为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昆明 DB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真空蒸馏冶金技术的产业化研

发和成果推广。招商银行“科创贷”

产品上线后，该企业成功获批 2000
万元的“科创贷”额度，成为科技金

融助力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

生动缩影。

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

首，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招商银

行昆明分行将科技金融作为重点服

务领域，优化组织架构，加强产品创

新，共建科技金融服务生态，精准支

持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云南

的创新发展贡献金融力量，书写了

科技金融服务的新篇章。

“科创贷”精准滴灌科技企业

金融是链接科技和产业的重要

工具。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

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

位列首位。把握“科技”这一核心，招

商银行昆明分行梳理了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等名单，明确方向，确保为每

一户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

务。同时，引导经营团队聚焦科技金

融，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陆良某菇业有限公司是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主营食用菌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旗下杏鲍菇荣获云南

省“绿色云品”称号。然而，在企业

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的融资解决

方案难以满足其资金需求。招商银

行昆明分行在了解到该公司的需求

后，第一时间主动上门服务，凭借

“科创贷”简便的申请流程和灵活的

担保方式，仅用 1 天时间，成功为该

公司解决了 300万元的融资需求，且

支持网银自助提款，提升了客户的

融资体验。

“针对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招商银行创新推出了‘科

创贷’产品。”招商银行昆明分行有

关负责人介绍，“科创贷”是基于“资

质分+”场景为科技企业开发的专属

数据融资产品，产品依托企业科创

属性、征信、税务等数据，运用数据

风控技术，为客户核定授信额度，较

传统授信产品效率更高。

作为一家集药品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医药企业，SL 药

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构

建骨健康生态体系，是云南省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的

融资需求相应增多，招商银行昆明

分行在了解到我们的需求后，及时

推荐了‘科创贷’产品，并详细介绍

了贴息支持政策。”公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经过招商银行团队的耐心服

务，公司成功获批 3000 万元“科创

贷”额度，“叠加‘科创贷’贴息支持

政策，我们的融资成本大幅降低，为

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支持。”

数据显示，“科创贷”自今年 3月
上线以来，已累计为 71 户科技企业

提供了融资申请渠道，其中 19 户企

业成功获批，总金额达 1.75 亿元，贷

款余额 6280.53万元。

深化政企合作共谋发展新篇

目前，云南科技企业在创新资金

和研发投入等方面需要更多金融机

构的支持，通过打造科技金融贷款

与投资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有助于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在科技金融的道路上，招商银行

昆明分行不仅注重产品创新，更致

力于深化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

合作。

“我们与省科技厅就如何加强科

技政策与金融政策的结合，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招

商银行昆明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将持续加大对科

技金融的投入，发挥招商银行在金

融服务、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

方面的优势，为云南科技企业提供

更加全面、高效的金融服务。同时，

还将加强与省科技厅等政府部门的

合作，共同推动科技金融政策的落

地实施，为科技型企业发展创造更

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为提升科技金融品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招商银行昆明分行积极

参与各地的科技成果转化大会和双

创大赛，进一步拓宽服务范围，提升

服务品质。通过组织各类客户沙龙

活动，搭建企业与金融机构面对面

交流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金融

需求，提供个性化的金融解决方

案。同时，根据《云南省科技金融结

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招商银行成

功将旗下的“科创贷”产品纳入科技

创新融资贷款试点体系。

截至今年 10 月末，招商银行昆

明分行在科技金融领域取得显著成

果，已开户科技企业达 1533户，当年

新开户 154 户，贷款余额增至 39.57
亿元，较上年净增 14.71 亿元。这一

连串亮眼的数据，是招商银行昆明

分行深耕科技金融，不断创新服务

模式的有力见证。

展望未来，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将

继续秉承“因您而变”的服务理念，加

强与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强

化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重大科技

任务的金融支持，构建更加完善的科

技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型企业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全面的金融服务，助

力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招商银行昆明分行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