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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农产品保供能力大幅提升

“十三五”期间，云南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
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划定520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推动良种良田良机良法配套，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全省高标准农田面积占耕
地面积的比例，较“十二五”末提高了 8个百分点。粮食种
植面积多年保持在6200万亩以上，稳居全国第12位；粮食
产量连续5年保持增收势头，多年保持全国第14位。深入
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茶叶、花卉、蔬菜、水果、坚
果、咖啡、中药材、肉牛等8个重点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产
量和效益明显提升。鲜切花、天然橡胶、咖啡、烤烟、核桃、
中药材播种面积和产量连年保持全国第1位；蔗糖、茶叶面
积和产量稳居全国第 2位。2020年，“绿色食品牌”8个重
点产业综合产值达 6867亿元，同比增长 18.8%；猪、牛、羊、
禽肉总产量416.04万吨，在全国位次由2015年底的第11位
提升到2020年的第7位。粮食和“菜篮子”产品品类丰富、
供应充裕，价格平稳，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
费需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通过捐赠、点对点调运农
产品等方式，有力支援北上广和湖北等地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作出了贡献。

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云南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世界一流
“绿色食品牌”，加快构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经营体系，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支撑引
领，加快走出去步伐，农业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况正在
改变，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显著增强。2020年完成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5920.52亿元，同比增长19.95%。第一产业增
加值由2015年末的2056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3599亿元，年
均增幅达11.85%。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农业物联
网、农业资源等数字化成果不断涌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全
面提速，农产品精深加工、体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
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农业社会化服务稳步推进，农业机械化
快速发展，已建成2个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国家级示
范县。2020年，云南省农机作业面积10200万亩次，比2015
年增11.2%；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2015年的47%提
升到50%；云南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900个，其中
国家级龙头企业 39个。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云
系”“滇牌”农产品销往全国150多个大中城市、110多个国家
和地区。2020年出口农产品323.8万吨，同比增16.4%；出口
额360.7亿元，同比增8.9%。其中，鲜切花出口量和出口额
均居全国第一。

“绿色”成为农业发展鲜明底色

绿色兴农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云南突出
绿色引领，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强化农业环境资源管
控，积极推进减量增效、绿色替代、种养循环、综合治理，不
断提升农业生态系统养护与修复水平，如今，云南省农业
绿色发展动能明显增强。2020年，云南主要粮食作物测土
配方技术覆盖率达 91.3%，较 2015年提升了 32个百分点；
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突破40%，较2015年提升了10个百
分点；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37.4%，较2015年提升
了 14.7个百分点；统防统治覆盖率达 45%，较 2015年提升
了 14.5个百分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50%，较
2015 年提高 5.5 个百分点，主要农作物良种实现全覆盖。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7%以上。全省“三品
一标”有效获证组织 2213家、产品 6257个，分别是 2015年
底的 1.5倍、2.5倍。在长江流域各省市中率先实现干流及
主要支流全域禁捕。“绿色”正在成为云南省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世界一流“绿
色食品牌”越来越响亮。

农民持续增收幸福感满满

农业农村工作，农民增收是关键。多年来，云南省通
过加大技能培训，强化创业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
积极引导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创新创业，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发展，把更多的就业机会留在农村、
更多的二三产业增值收益留给农民，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 2015 年的 7070 元增加至 2020 年的 11740 元，年均
增幅 10.7%，分别比全国、全省农村地区平均增幅高 2.3和
1.4个百分点。2020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2842 元，同比增长 7.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1 个百分
点。全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逐年下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由 2015 年底的 3.2∶1 降低到 2020 年的 2.92∶1。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11069元，同比增长 7.9%，比城镇高 3.1个百
分点，城乡消费支出的比值由上年的2.29∶1缩小为2.22∶1，
农村居民消费从量上逐渐向城镇看齐。

扶贫产业基本实现到户全覆盖

精准扶贫，产业先行。云南围绕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目标任务，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稳定脱贫的主要依托和根
本措施，指导各地立足资源优势，突出产业特色，尊重发展
规律，因地制宜培育扶贫产业，加快由“输血”式扶贫向“造
血”式扶贫转变，进一步提升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
发展能力。截至 2020 年底，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
困扰云南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画上句号，全省人
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特色鲜明、带
贫能力强的主导产业，产业扶贫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
数最多、取得成效最大的扶贫举措。全省产业覆盖贫困户
168.53万户，占有产业发展条件贫困户的99%以上，基本实
现产业到户全覆盖。2.95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
扶贫，带动有产业发展条件的贫困户 165.71万户，主体带
动率达 97.54%。2020年云南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11740元，同比增长9%，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农村
居民平均增速2.1个和1.1个百分点。

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农村焕新颜

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 总 要 求 ，编 制 实 施《云 南 省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年）》，相继制定出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政策措施、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打造
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加快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就业
等政策措施，一系列重大工程、重大行动、重大计划有序推
进。全省 129个县（市、区）委书记全部担任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初步构建起省、州（市）、县（市、区）分层对接的
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向上级党委、政府报
告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落实情况制度，扎实组织开展市县党

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乡
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构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
导全面加强，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长期以来困扰群众出行难、
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老大难问题得到初步解
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制度县级覆盖率达100%、乡镇覆盖率达80%。县
域高速公路能通则通、乡镇互联互通、村村通硬化路。电
网供电可靠率达 99.8%，自来水普及率达 94%，光纤宽带网
络、4G网络覆盖率达100%，提前实现“十三五”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规划目标。云南 98.5%的乡（镇）镇区和 97.9%
的村庄对生活垃圾进行了收集处理，65.5%的乡（镇）镇区
对生活污水进行了收集处理，农村卫生户厕全覆盖，其中
无害化卫生户厕覆盖率达57.16%，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全省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
不断提升，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政策实现全覆
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

提升治理能力促乡村和谐有序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作为
根本目的，着力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
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推进年”“提升年”“巩固
年”和“创新提质年”连续实施，“万名党员进党校”行动、农
村“领头雁”培养工程深入开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广泛参与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软弱村（社区）党组织得到集中整顿，
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增强。民主议事协商
制度普遍推行，村级民主管理和监督更加完善，党组织领
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创建3个国家乡村治理
示范乡（镇）、30个示范村，启动实施3个县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试点示范，乡村治理实践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得到深入践行，县级以上文明村镇达 7700 余个，全省
11305个村（居）委会建立红白理事会，13272个村（居）委会
将丧事简办、厚养薄葬纳入村规民约，农村移风易俗加快
推进。“中国农民丰收节”已成为弘扬中华农耕文化的金字
招牌，乡风文明焕发新气象。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建设扎
实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行政村（社区）覆盖率达
到96%，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激发源动力

改革是发展的源动力。云南省坚持围绕深化农村改革
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一大批重点改革任务深入
推进，农业农村内生动力不断激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869.1
万份，颁证率达98.9%，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政策出台，在全国率先开展试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得到
进一步巩固。新一轮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启动实施，联审联
管机制全面建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完成
18.35万个村组清产核资，规范有序开展成员身份确认、折股
量化资产、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办理登记赋码等工作，整
省改革试点全面推开。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逐步健全，以绿色
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初步建立，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
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创新完善农村金融保险服
务，政策精准性普惠性明显提高。农垦垦区集团化、农场企
业化改革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供销合作社综合改
革等协同推进，农村改革系统性集成性不断增强。

（本版文图由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云岭大地绽芳华 农民笑颜奔小康
云南农业农村现代化阔步向前

丽江市华坪县芒果富农家。

景洪市万亩茶园。

2015年1月、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抓好农业生产、着力

推进农业现代化，为云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三五”以来，尤其是2020年，云南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云南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快推进高

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为“十三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

曲靖市师宗县玉米机械化播种。

美丽乡村大理市古生村美丽乡村大理市古生村。。

昆明市斗南鲜切花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