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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0月 30日，神舟十九号载
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
东、王浩泽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和核
心舱，在轨驻留 6个月，先后进行 3次
出舱活动，实施 6次载荷货物气闸舱进
出舱任务，完成 9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
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 80余项空间科
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 2025年 4月 30

日安全返回。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
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
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四次载人飞行任
务，创造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 9小时时
长的世界纪录，建成国际首个空间光
晶格量子模拟实验平台，标志着中国
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
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

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具
有重要意义。

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
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
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
心血。 下转第四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关于给蔡旭哲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宋令东、王浩泽
“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

（2025年7月23日）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绿色
低碳典型案例征集活动获选名单，其中
我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申报的“三
个首创”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案例榜上有名。

时间回到 1月 21日，元谋县首单光
伏电站碳足迹自愿减排交易完成。华能、
三峡和晶科 3家光伏企业从物资运输、
电站建设、生产运营和弃置回收全生命
周期产生碳足迹排放 9232.6tco2e（吨二
氧化碳当量），自愿购买 4个乡镇的 7个
村委会21个村民小组新造林704.2公顷
产生的碳汇进行中和，实现交易收入
88.13万元。此举形成“降碳减污染、扩绿
有成效、企业显价值、群众增收益”四方
共赢局面，实现了首创全国“光伏+生态
修复”的“元谋模式”、首创全国光伏电站
碳足迹自愿减排交易的“元谋经验”、首
创光伏产业“碳路径”联农带农增收的

“元谋样板”等“三个首创”。
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

关系，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放
眼全省各地，不断的实践证明，通过政
策、市场与技术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能够真正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的转化通道。围绕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
实现形成的生态产品产业正在崛起，成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给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
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
安全屏障。这为云南不断深化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排头兵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和
实践路径。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对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
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其中提出加快推
进绿色低碳发展等工作举措。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即在生态产品
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定价
方法，核算各类生态产品的价值量。建立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
路径，其核心要义是从制度层面破解“两
山”转化的瓶颈制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
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
导向机制，引导和倒逼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让良好的生态
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
支撑。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全面
深化改革，探索绿色发展赋能新质生产
力跃升的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立足独特的生态优势和资源优势，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探索给绿水青
山“定价”，云南走在全国前列。

2017年开始，普洱作为国家绿色经
济试验示范区，开展生态产品总值
（GEP）核算试点研究，并陆续启动了绿
色经济和生态产品总值的考核工作。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的意见》，云南根据相关安排部
署，提出开展以重点高原湖泊为主的生
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工作。2022年4月，
我省印发《云南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提出通过开展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示范，有效破
解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
变现”等问题，形成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的经验做法，并在全省逐步
推广运用。

2023年，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云南
省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工作方案》，统筹推进滇池、洱海等重点
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给绿
水青山“定价”，为重点高原湖泊流域推
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评价依
据，为健全全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提供有力支撑。云南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工作呈现由点到面、由典型示范到整体
推开的态势，对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绿色发展协调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方案要求，目前，省生态环境厅
已完成重点高原湖泊流域首轮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切实摸清了九湖流域生态资
产本底质量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宇介绍，九湖流域
生态产品价值初步核算结果呈现四个方
面突出特点：一是九湖流域生态资产价
值高，其中排名前三位为滇池流域、洱海
流域、抚仙湖流域；二是九湖流域生态产
品供给能力强，九湖流域单位面积生态
产品价值是全国均值的6.5倍；人均生态
产品价值是全国均值的1.5倍；三是各流
域主导生态产品特色鲜明，滇池流域文
化服务价值突出，洱海流域生物多样性
维持供给能力强，抚仙湖水体资产价值
显著；四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潜力较大，
九湖流域生态产品价值中，可直接转化
的物质供给和文化服务价值占比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九湖流域生态产品价值与
GDP比值（绿金比）为 0.78，普遍高于中
部和东部较发达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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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积极探索点绿成金新路径——

给绿水青山定价 为生态环境护航
本报记者 胡晓蓉

本报讯（记者 郎晶晶） 7月 23日，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完成
各项议程在昆明闭幕。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
小三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64人出席
会议，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云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条例》《云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表决通
过了《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云南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的
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批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条例》《丽江市漾弓江流域水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献血条例》《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
自治县柑桔品种资源保护与利用条例》
《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丰坪水
库保护管理条例》的决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批准云南省 2024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

决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审查情况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
项。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组织了宪法宣誓仪式。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王树芬、

徐彬、任军号、罗红江、杨亚林，秘书长韩
梅，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浩，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王光辉，省监察委员会、省高
级人民法院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
责同志，部分在滇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
大代表列席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幕
通过《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

主义法〉办法》批准2件州（市）地方性法规、3件单行条例等

走进南华七彩彝绣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刺绣车间，绣娘们端坐于绣架前，手中
绣针在绣布间穿梭自如。

南华县一街村村民李国秀在公司
从事绣娘工作 11年来，每月收入从起
初的 400元至 500元增长到现在的 5000
多元。随着技艺的提升，李国秀 2023年
被评为南华县非遗（彝族刺绣）代表性
传承人，2024年获评为云南省“第一批
乡村工匠名师”，所绣彝绣作品价格也
水涨船高，还受邀到全省各地讲授非遗
技艺。

“作为一名从事彝绣多年的农村绣
娘，我很感谢公司的培养和政府的重视，
让我们有机会参加很多刺绣培训和比
赛，在不断提升刺绣技能的同时有了更
多收入。希望像我一样的普通绣娘通过
提升技艺成为高级绣娘，把彝绣饭碗端

得更稳更好。”李国秀说。
“彝绣技艺的传承与提升很重要，一

针一线都是真功夫。在技艺提升上，我们
还要继续努力。”公司董事长丁兰英是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彝族服饰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也是全国“第一批乡村工匠名
师”、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她在彝绣产
业中闯出“大名堂”后，也带动一批乡亲
们增收致富。目前公司有24名绣娘成为
彝族服饰、彝族刺绣的省、州、县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近年来，南华县把彝族传统手工

刺绣产业作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
农增收的重点产业来打造。成立彝绣
产业专班，从产业发展规划、传统技艺
传承、经营主体培育、知识产权保护、
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推动彝绣产业高
质量发展。目前，南华县完善了彝绣产
业设计、生产、销售、品牌全产业链，构
建起县级美丽工坊、乡镇帮扶车间、家

庭刺绣作坊三级生产体系。2024年，南
华彝绣销售收入 5632万元，同比增长
15.91%，辐射带动当地脱贫户、残疾
群众、农村妇女 2 万余人实现灵活就
业。绣工们用一团彩线、一根绣针、一方
布料、一双巧手就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增收。

为了激励彝绣人才深耕产业，南华
县实施彝绣产业领军人才“百人计划”、

“南华绣匠”培育计划，有力调动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带徒传艺，发挥其在彝绣产
业赋能促进乡村振兴的带头引领作用，
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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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传承发展非遗技艺 端稳端牢彝绣饭碗
答好五问促增收

本报讯（记者 杨茜 王剑钊）7月
23日，第八届聂耳音乐周圆满落幕。本
届聂耳音乐周开幕以来，在昆明、玉溪
两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活动，
吸引数十万观众，持续擦亮了聂耳文化
品牌，共同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

当晚，在玉溪市举行的闭幕演出
以“同唱一首歌 同为一家人”为主题，
紧扣聂耳音乐与生平事迹展开，分为

“山河音韵”“聂耳之光”“溪汇万象”
“同心筑梦”4个篇章。演出融合了交
响乐、童声合唱、情景音诗画等多元艺
术形式，既有《山河音韵》《致聂耳》等
致敬经典的作品，也有新创作的《溪
韵·太平有象》等节目。闭幕演出以聂
耳文化为纽带，特别选取聂耳创作的
经典曲目，通过音乐艺术展现了云南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的时代风貌。

同时，第八届聂耳音乐周昆明分
会场闭幕式在东风广场举行。由昆明
聂耳交响乐团、澳门管弦乐团等 230
余人组成强大阵容团队，联袂演绎气
势磅礴的《长征组歌》等经典作品，传
承爱国精神，奏响时代强音。

第八届聂耳音乐周圆满落幕

昆明分会场闭幕式演出现场昆明分会场闭幕式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吴双高吴双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尹朝平） 7 月 22
日，昆明市统计局发布了昆明市上半
年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昆明市坚
定不移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统筹推进
工业强市、贸易富市、旅游兴市、金融
活市，全力以赴优环境、拼经济、促发
展，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延续稳中
向好态势。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上半年，昆明市地区生产总值
4294.7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4.4%，较一季度提高 0.1个百分
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41.62
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1197.59亿元，增长 4.2%；第三产业增
加值2955.57亿元，增长4.4%。

夏粮稳产丰收，农业生产形势向
好，高原特色农业较快增长。上半年，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50.53亿元，
同比增长3.6%，增速较一季度加快0.2
个百分点。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177.82
万吨、增长 4.3%，水果产量 12.86 万
吨、增长 3.8%，鲜切花产量 47.02 亿
枝、增长10.9%。

工业经济支撑有力，高技术制造

业增势良好。上半年，昆明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增速较一
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重点行业支撑
稳固，七大重点行业增加值“六增一
降”，除医药制造业下降10.0%外，其余
六个行业均实现正增长。工业新动能
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0%，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2.0%，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1.3个百分点。企业效益保持良
好，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165.30亿元、增长12.8%。

服务业运行稳中提质。1至 5月，
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1019.41亿元，同比增长 5.7%。投资降
幅有所收窄，工业技改投资高速增长，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
下降 8.8%，较 1至 5月降幅收窄 0.9个
百分点。财政收支总体稳定，民生支出
保障有力，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268.50亿元、同比下降 1.1%，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413.14 亿元、下降
0.1%，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76.9%。

今年以来，云南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全力
抓好冬春、夏季农业生产，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统筹
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不断巩固农业农村
经济良好发展势头，为实现全年农业经济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363.02亿元，同比增长2.8%，
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

压实责任持续巩固提升粮油产能

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
“压舱石”。今年以来，云南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上半年，全省夏粮总产量 267.03万吨，比上年增产 2.96万
吨，增长1.1%，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为云南夏粮丰收筑牢基础。紧紧
围绕农业农村部下达我省的 2025年粮油生产底线目标，云南
压实责任、层层分解目标，及时将粮食、大豆、油料生产底线目
标下达各州（市）政府，并组派生产服务指导组层层压实任务。

粮食单产提升行动为我省粮食总产量再上新台阶夯基垒
台。2023年单产提升行动实施以来，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今年，
云南印发工作方案，持续推动创建 35个国家级和省级粮油作
物单产提升推进县（市、区）、18个省级水稻单产提升乡镇，推
进粮油单产提升。目前2个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示范县单产提升
明显。推广旱地优质稻播种 40.25万亩、粮烟协同 30.02万亩，
不断挖掘粮食生产潜力。

为持续巩固粮油生产基础，我省遴选发布 2025年度云南
省农业主导品种 50个、主推技术 65项，向农业农村部遴选推
荐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各 10项。建成高标准农田 66.54万
亩，其中新建 61万亩、改造提升 5.54万亩。受理农机购置补贴
机具 10.84万台（套）、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机具 9132台（套），惠
及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10.1万户。

链上发力做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云南持续壮大生态农业、设
施农业、高效农业、共享农业，抓深抓实 6项重点工作，推动

“1+10+3”农业重点产业提质增效。
上半年，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量质齐增。“绿色云品”加快打

造，高原特色农业不断做优做强，“云系”经济作物生产形势总体良好。全省蔬菜
产量 1563.87万吨、同比增长 4.5%，水果产量 573.96万吨、同比增长 5.2%，茶叶
产量31.00万吨、同比增长5.1%，咖啡产量4.35万吨、同比增长14.8%，中药材产
量15.6万吨、同比增长11.4%。

特色产业生产态势良好得益于云南不断补短板强优势，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
顶层部署方面，省农业农村厅研究起草了农业现代化三年行动及花卉、咖

啡2个产业三年行动，目前已完成征求意见工作，待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审。同
时，充实完善重点产业15个工作组、17个专家组。

种养方面，大力发展种养设施化，兑付 2023年度设施农业投资奖补资金
2869.26万元、贷款贴息补助596.75万元，在20个县（市、区）开展水果、蔬菜等生
产设施提升改造，设施小浆果面积达22万亩、产量25万吨。

加工方面，印发《云南省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
年）》，创建普洱茶国家级产业集群和 2个现代农业产业园、7个农业产业强镇，
2024/2025榨季全省产糖 241.88万吨、增幅 19.03%，是我省增产最大的年份，平
均产糖率13.39%、居于全国蔗糖产区之首。

产业发展基础方面，加快完善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股权投资基金运营管理
政策体系，遴选拟投资子基金/项目 93个。推进 15个新增省级作物种质资源圃
（库）认定，元谋县、景洪市荣获国家级制种大县（市）奖励；开展省级种业基地和
农作物品种推广后补助申报，创建20个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新认证绿色有
机产品和名特优新农产品1091个。

今年上半年，云南守住了农业基本盘，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下半年，我省将
聚焦短板弱项发力，重点抓好全面完成全年粮油任务、推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挖掘农业投资潜力、持续促进农民增收等工作，努力向农业强省迈进。

本报记者 王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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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