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发前行
2025年开年以来，昆明市各县（市、

区）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稳中求进、以进

促稳，千方百计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因地

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批农业强县、工

业大县、旅游名县蓬勃发展，许多地区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产业钥匙和发展密码，着

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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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东川区全力以赴打好打
赢项目主动仗和工业经济翻身仗，“六
个东川”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2%，增速高于省、
市，为近 3年以来最高。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76.2亿元，增长 14.4%，增速居全
市第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高于全市 11.3个百分点，排名全
市第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12亿
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预计增长
3.2%、8.1%。

全面推进重点项目。东川区谋划储
备项目187个，其中被列为省级重点项
目 21个、重中之重项目 2个，市级重点
项目 26个。新增入库项目 147个，投资
超 5000 万元项目 14 个，项目开工率
73.8%，同比提升 10.8个百分点。争取
中央和省级资金17.9亿元，完成市级下
达任务的223.7%。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产业投资完成 54.2亿元，占比 71.2%，
高于全市30.8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
完成 40.53 亿元、增长 17.2%，占比
56.76%，为近4年来新高。

工业经济企稳回升。东川区坚持
“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坚定不移“稳矿
扩新”，新增规上企业7户。规上工业年
内扭负为正，总产值、增加值增长
8.4%、2%，同比提升 15.5、19.4个百分
点；规下工业增加值增长2.2%，排名全
市第一。宇泽单晶硅拉棒、汇耀品尚等
6个项目建成投产，农夫山泉等11个项
目加速推进。工业信息化投资完成43.3
亿元，同比增长 23.2%。传统产业转型
加快，红富化肥引入中国民企500强赣
锋锂业实现并购重组。循环经济特色渐

显，57户循环经济企业产值超过 30亿
元，其中规上企业22户，占全区比重达
38.6%。

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东川区坚持运
营优先，持续擦亮“趣玩东川”品牌。策
划实施文旅活动 40余场次、“东川大
集”系列活动 4期，景区综合曝光量过
亿，“格勒滨湖小镇”“七彩红土地”等话
题火爆出圈。2024年 1至 11月，接待游
客 419.48万人次、旅游总花费 38.76亿
元，同比增长 20.9%、29.5%。树桔红军
渡成功创建AAA级景区。落霞沟景区
提质增效，实质性运营实现突破。发布
昆明北部自然野趣精品旅游线路3条。
旅游带动村集体增收明显，临港、花沟
等村的集体收入增长40%以上。

2025年，东川区将全力推动实施
产业项目攻坚行动，实现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
会和谐稳定。其中，提升文旅产业是东
川区一项工作亮点。以“趣玩东川”全域
旅游规划为引领，强基础、补短板，完善
牯牛山、临港社区等片区配套设施。坚
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编制景区景点安全
管理“三张图”。启动落霞沟AAAA级旅
游景区创建；推进树桔红军渡—临港左
岸AAAA联创。推动以文塑旅，举办文
化活动100场次以上。确保接待游客的
人次、旅游总花费增长 10%、7%以上。
同时，实施十村百宿培育工程、市场主
体引育工程、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公共
服务配套工程、文体艺术融合工程、人
才振兴孵化工程、文旅消费促进工程、
典型示范带动工程、宣传推介赋能工程
等九大文旅工程，打造文旅项目21个。

本报记者熊明

杏林大观园被评为全国旅居康养
示范基地，糯黑村、五棵树村入选云南
省第一批金牌旅游村名单；“石林人
参果”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2024年，石林彝族自治县聚
焦“七个石林”建设，攻坚克难、苦干实
干，产业发展质效齐升，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132.4亿元、同比增长 3.8%；固定
资产投资达 49.56 亿元、同比增长
9.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56.35亿
元、同比增长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23283元、同比增长6.8%。

旅游经济稳固向好。石林县深入实
施《旅游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数字石林”、大叠水景区提升改造等项
目加快推进，新门票系统上线运行，景
区内部场景演艺、文化巡游等业态不断
丰富，石林世界地质公园顺利通过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再评估。成功举办
2024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火把节等
活动，入选2024年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
力百佳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有
序推进，李埏故居正式开放，入围第四
届中国文化百强县名单。出台《石林县
推动旅居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全县接
待游客1220万人次，同比增长37.13%，
实现旅游总花费 170亿元，同比增长
16.83%；石林景区接待游客 357.62万
人，旅游直接收入达4.21亿元。

生态工业量质齐升。石林县紧紧围
绕“一主三辅”，完善园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编制。市级出台《关于支持石林县百
亿级高原绿色肉制品加工产业园区高
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双汇生猪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投产运营，昆明
双汇食品成为全县第一家产值10亿元

以上企业；叮当肉制品一期、康圣园人
参果深加工等项目投产，全县绿色食品
产业产值达22.4亿元。雨生红球藻产业
化示范基地项目建成投产，云彩金可成
为全球领先的虾青素生产企业。35千
伏大可变电站项目完工，华润光伏发电
等项目建成并网，全县新能源装机规模
达 592.5兆瓦。全县规上工业企业 36
户，完成工业信息化投资 17.2亿元，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0.39亿元，其中肉
制品总产值占比达64.3%。

特色农业稳产增效。石林县严守耕
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粮食播种
面积达47.7万亩、产量达15万吨，全市
首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
交。实施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三年行动，
石林复烤厂新生产线正式投产；种植烤
烟12.5万亩，烟农收入超过6.5亿元，实
现烟叶税1.43亿元。建成省级人参果种
业基地，培育新品种 4个，冬夏季育苗
1.5亿株以上；实现人参果产量 30万
吨，综合产值达35亿元，“石林人参果”
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畜
禽产业持续壮大，出栏生猪40万头、家
禽2080万只，畜牧业产值达23.1亿元。
安排衔接资金 2903万元，实施乡村振
兴项目 43个，创建市级以上乡村振兴
示范村 13个，全县脱贫人口人均纯收
入2.34万元，同比增长11%。

今年，石林县将坚持优结构、强能
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聚焦打造一个
三百亿级文旅产业，绿色肉制品、石材、
人参果三个百亿级产业“1+3”百亿级
产业目标，以链式思维推进产业发展，
推动优势产业向支柱产业转变。

本报记者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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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季茶园弥散的宝洪茶香，到夏
季山中悄然生长的野生菌菇；从四季田
野间蓬勃生长的有机蔬果，到餐桌上那
一盘盘光亮似琥珀、令人垂涎的宜良烤
鸭……近年来，宜良县凭借其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紧扣市
场需求，聚焦主导产业，精心编织了一
幅农业产业升级的绚丽画卷。通过提升
农业产业价值链，宜良县将“土特产”这
篇文章写得既深入又生动，赋予了“宜
字号”农产品新的内涵——因“土”而质
优、因“特”而形美、因“产”而势强。

近年来，宜良县创新“打造一个特
色品牌、主推一批农特产品、组建一个
产业联盟、开设一批特色店铺、推出一
批特产礼包、培养一批电商队伍、抓好
一个主题宣传”的“七个一”工作思路，
培育打造“宜品良铺”“土特产”县域公
共品牌，注册“宜品良铺”商标。在充分
调研、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宜良县找准
自身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的接入点，推
出了花、果、茶、鸭4个主打品类。其中，
花包括以三角梅为代表的观赏苗木及
鲜切花，延伸至鲜花饼、花蜜和花茶系
列；果涵盖板栗等干果坚果和蔬果粮油
系列；茶聚焦云南特有的宝洪茶，打通
全产业链；鸭则以宜良烤鸭为核心，开
发多形态即食产品。在此基础上，开发
了30余种“土特产”。

为提升产业的支撑能力，宜良县研
究制定了《宜良县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
作方案》，优化了“一镇一特”“一村一
品”产业布局，谋划设立了“七彩梦乡”
系列乡村振兴项目库，2024年动态调
优孵化了 13个项目作为全县重点项
目。作为重点项目之一的“七彩梦乡·宝
洪茶农文旅综合体”，已连续多年在资

金、技术等方面得到扶持。通过成立宝
洪茶协会，采用“街道工委+社区党委+
合作社+茶协会+企业+茶农”的模式，
宜良县打通了宝洪茶从种植到销售的
全产业链，解决了个体茶农和茶企面临
的抗风险能力差、质量不稳定等问题，
实现了联农带农、助农增收的目标。截
至目前，茶园种植面积已达1.5万余亩，
带动了 1070户农户参与种植，年产毛
茶量达120吨，实现年产值约1亿元。

产业立起来，还要让品牌知名度大
起来、市场竞争力强起来。为此，宜良县
抓住预制菜、中央厨房、“云品出滇”等
契机，组织“宜品良铺”联盟企业积极参
加国内外展销推介活动，分别与香港富
临集团、上海市云南商会会员企业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累计向香港、上海发送
白条鸭100万余只，并将改良版宜良烤
鸭技艺带到了香港、上海，迈出了“宜品
入港”“宜品入沪”关键步伐，有效推动

“云品出滇”。同时，推出设计精美、个性
化包装的“宜品良铺”特产礼包，深受市
场欢迎。此外，依托现有 5个直播基地
和“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项目，鼓励
发展“线上引流+实体消费”“直播+社
区团购”“展会+直播”模式，推进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进一步畅通渠道，助力
宜良农特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近日，“宜品良铺”品牌“花”系列产
品亮相央视新闻联播，进一步提升了

“宜品良铺”品牌的热度和知名度。截至
目前，宜良县已开设“宜品良铺”实体展
销连锁店 24家，整合线上平台 6家，累
计实现销售额13.9亿元。“土特产”走出
去、经济效益跟进来、人民群众富起来
的奋斗目标正在照进现实。

本报记者刘薇薇

稳预期、提信心、增动能，转作风、
提效能、扛责任……昆明高新区以“开
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姿态全
面部署一季度经济工作，聚焦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强
化统筹调度，加快补齐短板，全力拼抢
冲刺力争实现经济“开门红”，为全年高
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024年，昆明高新区完成主营业
务收入 3150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648.78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长 43%，展
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今年，高新区将
聚焦新质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推动
产业提升，大抓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招
商引资、消费提质，不断塑造园区经济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作为全年经济的“风向标”，一季
度对于奠定全年经济发展基调至关重
要。昆明高新区聚焦产业链延伸和新
赛道布局，围绕生物医药、数字经济、
新能源等主导产业，通过深挖存量项
目、拓宽招商渠道、强化目标计划等措
施提高招商效率。年内计划外出开展
招商引资不低于 40次，谋划电商综合
体平台、科技数据中心等新领域，重点
推动宗顺项目、穗景专用车项目、尚信
物流二期项目、云南民族医药科技产
业园项目等用地类厂房类项目签约。
全年新签约项目不低于 30个，其中签
约总投资 10亿元以上项目 2个、三类
500强企业 2户。定期梳理园区可用风
光发电、城建管理（如道路修建、电动
自行车投放）、生态环境、智慧城市建
设、科技、商贸等领域，形成技术、资
金、市场等供需清单，谋划具有示范性

和市场潜力供需清单。结合低空经济、
数字出海等产业机遇，高新区推动低
空经济产业园、数字出海产业园、医疗
器械产业园等项目包装建设。结合当
前可供可用地块情况，重点推动原十
一物流、华派上山、保税库二期、原华
值、埃夫顿、民办科技园（17亩）等地
块重点开展推介招商。

昆明高新区将积极落实昆明市重
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优化“承诺+
容缺”机制，压缩审批时效；搭建“政银
企”服务平台，引导金融机构在信贷政
策、授信额度、贷款审批等方面加大对
重大项目的支持，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统筹抓好水、电、路、气、网等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解决供电、排水、交
通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良好条件。

“近期印发了推动 2025年一季度
经济良好开局工作方案，我们将按照项
目化、清单化、具体化的要求，进一步压
实责任，全力推动园区经济社会发展迈
上新台阶。”昆明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据悉，一季度，昆明高新区将重点推
动乐惠“鲜啤三十公里昆明万吨城市工
厂”、洋润“医药智能科技园”等 5个项
目开工，二季度重点推动中水南能“屋
顶分布式光伏”和广州因码“基因重组
蛋白研发/评测双中心项目”等 4个项
目开工，三季度重点推动贝泰妮中央工
厂二期项目开工，四季度重点推动云南
民族医药科技产业园项目开工，力争实
现“月月有签约、季季有开工、年底见成
效”的良好局面。

本报记者龙舟

“富民杨梅”入选2024年第二批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赤鹫、罗免10
万千瓦农光互补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
半山耕云田园综合体入选全国“最美乡
村公共文化空间 TOP60”……2024年，
富民县围绕“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发
展之路”要求，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干部
群众，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新成效，实现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108.96亿元，同比增长 3.2%；完成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9.23亿元，同比增长
3.6%。

2024年，富民县坚持抓产业、促融
合，特色农业成效明显、工业发展转型升
级、文旅产业取得突破。全县完成粮食种
植面积20.23万亩、产量6.41万吨。树美
苹果、丰岛花卉、锐泽禽蛋入选2024年
云南省“绿色云品”。大互通钛业完成技
术改造产能提升，云南港烽钛酸锂和盐
湖提锂剂项目试生产，实现钛产业产值
18.9亿元，同比增长14.06%。全年新增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6户，完成规上工业总产
值84.06亿元。推出“品出富民”农文旅促
消费推广季系列活动。全年实现旅游总
花费20亿元，同比增长17%。

在园区建设、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等方面，富民县持续发力推动产业发展
转型升级。完成白石岩化工园区总体规
划、产业规划修编，积极破解企业用地、
用水、用电问题，供应土地202亩，解决
新飞林、迅美家居等 11个项目用地需
求。持续实施“腾笼换鸟”，腾换闲置厂
房 3.48万平方米，盘活低效工业用地 7
宗164.24亩。发挥“链长制”招商模式和

“产业导师”“招商大使”作用，重点围绕
5条产业链，实施产业链招商、“靶向

式”精准招商，赴浙江、广东等地开展招
商 11次，省内会见客商 183次。建立健
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落实“首
席服务员”一对一服务企业、县级领导
挂钩包保重大项目制度，实施“领办、代
办、帮办”“一条龙”服务。

聚焦开放合作、营商环境、乡村振
兴，富民县用好招商引资利益共享“1+
3”机制、“飞地园区”政策，推动 2家企
业落地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全力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搭好政企沟通平台，
常态化开展“民企会客厅”“县（局）长坐
诊接诉”等系列活动，解决企业诉求60
个，推动服务方式从“坐等上门”向“主
动服务”转变。巩固拓展“高效办成一件
事”主题事项集成化办理成效，抓好惠
企政策精准直达，为经营主体减税降费
9612万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投入各级衔接
资金4455万元，实施产业项目30个。启
动农村生活垃圾转运项目，村容村貌明
显改善。

2025年，富民县将继续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服务和融入

“3815”战略发展目标、市委“六个春城”
建设，坚定改革步伐、奋力攻坚克难，优
化产业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
和安全、保持社会稳定，紧盯产业发展、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要素保障、改革创
新“五个关键”，着力提升园区建管、城
乡建设、绿色发展、民生保障水平，守牢
粮食安全、生态环保、安全稳定三条底
线，坚定走好富民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
路，全力冲刺“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本报记者舒倩

宜良县：资源引路 以特致远

高新区：聚力招引 激发优势

富民县：特色培优 差异发展

东川区：文旅融合 奏响新曲

村民签订乌龙香米认养协议。

石林县：产业转型 质效齐升

乃古石林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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