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的美，惊艳了世界。这里有神奇壮美
的卡瓦格博，这里有大地雕塑元阳梯田，这里有
北回归线上唯一的热带雨林……

这里，是云南。
70年栉风沐雨，70年玉汝于成。从马帮运

输到高铁时代，苍山洱海不再遥远，从刀耕火种
到数字经济，“一步跨千年”，从“一烟独大”到

“八大产业”“三张牌”，谋求“换道超车”……朝
着全面建成“中国最美丽省份”的目标，云岭高
原儿女在奔跑中奋力逐梦。

打造“中国最美丽省份”

云南的美，得天独厚。省内具有寒、温、热
（包括亚热带）三带气候，气温垂直差异明显，有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不同的气
候和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云南丰富的旅游
资源。全省 A 级以上景区 238 个，2018 年全省
旅游总收入8991余亿元。

云南的美，有目共睹。丽江古城、红河哈尼
梯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三江并流、石
林、澄江古生物化石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
录，丽江纳西东巴古籍文献被列入世界记忆遗
产名录。

进入新时代，云南省提出，要全面建成“中
国最美丽省份”。今年 5月，云南省委省政府联
合印发的《关于努力将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美
丽省份的指导意见》明确，云南要落实最高标
准、最严制度、最硬执法、最实举措、最佳环境的
要求，着力实施空间规划大管控、城乡环境大提
升、国土山川大绿化、污染防治大攻坚、生产生
活方式大转变五大行动，到 2035 年，全面建成
中国最美丽省份。

为此，云南省制定了一系列细化目标，如在
建设美丽县城方面，围绕“干净、宜居、特色”三
大要素设置了 21项具体指标。“干净”主要包括
城市公厕、污水处理、环境卫生、农贸市场、拆除
违章建筑、电力设施、污染治理7个方面；“宜居”
主要是路网建设、停车设施、供水设施、信息设
施、社会民生、文化旅游、绿色美化、城市公园、
家居庭院、小区改造、公共安全 11 个方面；“特
色”包含风貌提升、主题街区、历史文化 3 个
方面。

“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是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
行动，其基本内涵是做到生态美、环境美、山水
美、城市美、乡村美相统一。”云南省委书记陈豪
表示：“我们有信心、有基础、有底气，云南一定
会一天比一天更美丽！”

“三张牌”助推高质量发展

2019 年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全
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实现生产总值7957.43亿
元，同比增长 9.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2.9个
百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89.70亿元，同
比增长 5.3%，比全国（3.0%）高 2.3个百分点；第
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3129.12 亿元，同比增长
11.5%，比全国（5.8%）高5.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实现增加值 4038.61亿元，同比增长 7.9%，比全
国（7.0%）高0.9个百分点。

云南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赪表示：“从数
据来看，农林牧渔业完成增加值 802亿元，这是
克服了前期高温少雨极端天气取得的成绩。从
工 业 来 看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速 达 到
10.9%，比全国高 4.9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一
位。”

据介绍，为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云南省
打出“三张牌”。

第一张，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
牌”。通过推动新能源汽车在建项目如期建成
投产、加快昭通页岩气勘探开发利用、深化电力

体制改革、确保水电铝材一体化在建项目全部
投产等一系列举措，预计 2019年全年实现能源
产业增加值1200亿元以上。

第二张，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
牌”。突出创品牌、育龙头、占市场，确保农产品
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1.6∶1以上。

第三张，全力打造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
地牌”，真正使云南成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和
国内外游客休闲度假的聚集地。

在昆明市寻甸县法祖屋村的一处山腰上，
近 20个白色大棚整齐排列，大棚里绿油油的草
莓苗长势喜人。“这是穴盘苗，那些是裸根苗。”
百安农业草莓种植基地负责人赵文平告诉记
者：“我们主要做穴盘苗的培育，以红颜草莓为
例，裸根苗一株价格在 0.6 元，穴盘苗一株价格
在1.3元以上，是裸根苗的两倍多。”

曾几何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
件，让云南省农业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漫
山遍野的生态产品没有叫得响的品牌，基本上
是“装筐就卖”，面临丰产不丰收的困境。

为突破发展瓶颈，近年来，云南将高原特色
农业作为抓手，出台《云南省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重点打造丰
富多样、生态环保、安全优质、四季飘香“四张名
片”，突出建设高原粮仓、特色经作、山地牧业、
淡水渔业、高效林业、开放农业“六大内容”，着
力打造云烟、云糖、云茶、云胶等 12个高原特色
农业产业“云”品牌。

乘政策春风，不断借助网络和实体销售渠
道打通国内外市场，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之路
越走越宽。

发力数字经济谋求“换道超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多种经济形态并存，
坝区农耕经济历史悠久，昆明、个旧等地的工业
经济方兴未艾，一些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
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依然刀耕火种。

“改革开放后的这 40 多年，云南的发展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过民族’发展取得了
长足进步，但整体性贫困现象仍较为突出。”云
南省政府研究室农村处处长吴从虎说。

“实现全面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19
年 4 月，云南省宣布，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 3
个“直过民族”率先实现整族脱贫。“直过民族”
正迎来新的历史性跨越，在逐渐摆脱千年贫困
的同时，加快拥抱现代文明。

“直过民族”群众从不敢见生人、不知道做
生意，到现在通过电商把产品卖向世界，软红
米、酸茶、独龙毯等特色产品深加工成为当地发
展的支柱产业。

不仅是“直过民族”在农村电商领域实现飞
速发展，整个云南省都在全面发力数字经济，谋
求“换道超越”。

今年 2 月 18 日，云南省数字经济局挂牌成
立，7 月 20 日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揭牌，同
日，云南省首家智慧政务类公司——建信云能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也正式揭牌。“一部手机游云
南”“一部手机办事通”“一部手机云品荟”等项
目上线运行，一批智能制造工厂陆续投产。

经过一系列探索，云南跳出了传统数字经
济的发展模式。在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
下，实现了以应用试验换产业，以市场换产
业。在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李春林看来，
就是用云南的传统优势产业来拉动数字经济的
发展。

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阮成发表示：“信息
时代为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
的不仅是一种可能，更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
遇。”

据悉，云南将持续研究制定财税、金融、人
才、土地等方面的配套措施，吸引国内外一流企
业人才、风险投资、天使基金、产业基金等参与

“数字云南”建设。对重大项目，将实行一事一
议、一企一策，量身定制各项支持政策。

另外，云南省还将成立“数字云南”国际合
作研究中心，建设云南数字经济研究院，建设公
共实验室、研发中心、孵化基地，支持企业建设
技术创新中心。开展一系列项目实验，以市场
和实验促进产业发展，以项目吸引高端专家人
才，在“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中安排一定比例
名额支持开展数字经济专项引才计划，建立健
全荣誉、补贴、生活帮助等专项激励措施，吸引
有志于投身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来云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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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经

济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社会民生持续改善，脱贫

攻坚成效显著，生态文明日益

进步，实现了云南经济社会的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旅游业、高原特色农业、信

息产业发展迅速，促进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经

济总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12年至2018年，云南的GDP

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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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云南省GDP同比增

长9.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9

个百分点。

在云南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的同时，经济结构也不断优化，

三次产业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42.7∶39.9∶17.4调整为2018年的

14.0∶38.9∶47.1。其中，经济结

构优化的主要动因包括：旅游业

成为第三产业的主要增长点，独

特的自然条件和气候，26个民族

构建的多样化文化，形成了云南

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开展基

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实施“数字

云南”战略“换道超车”，加快全光

纤网络建设，云计算、大数据中

心、“宽带乡村”建设快速发展，全

省乡镇以上实现了4G网络全覆

盖，互联网智慧共享，使电子商

务、信息消费等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云南高原特色农业

快速发展，着力打造了一批“云系列”农产品。非公有制经

济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从1978年的不足10%提高到

2018年的50%，基本支撑了云南经济的半壁江山。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带动社会民生持续

改善。

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间，云南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327.7元增加到33488元，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30.6元增加到10768元，增速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衣、

食、住、行、购的消费结构经历了从“贫困型”向“温饱

型”再向“小康型”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云南农

村的脱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底，云南共有

47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8个贫困县，是全国贫困人

口第二多、贫困县第一多的省份。近年来，云南突出抓

好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2015

年至2018年间有372万人脱贫。

绿色发展争当生态文明排头兵，加快全面建成“中

国最美丽省份”。

经过多年的发展，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在云岭大地日益巩固，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形成，建设美丽云南已经

成为共识。今年 5月，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着力实施

空间规划大管控、城乡环境大提升、国土山川大绿化、

污染防治大攻坚、生产生活方式大转变五大行动，到

2035年全面建成中国最美丽省份。为实现这一目标，

一方面，要继续坚持绿色富省、生态惠民，全力构筑跨

越式发展的绿色、可持续基础。另一方面，要强化生态

文明制度保障，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决

遏制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让绿色真正成为云

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最亮丽的名片。

（作者系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专职副
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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