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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席卷全国，不仅让社会生活按下暂
停键，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前所未
有的冲击。

面对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
志成城、顽强拼搏，打响了一场抗击疫情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为阻止疫情
进一步扩散蔓延，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省迅速成立了省
委省政府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指挥
部，及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抓紧抓实防
控措施，严格实施边境防控“五个管住”，
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成果。同时，毫
不放松抓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时间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及时出台稳定经济运行、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外
贸稳增长等系列政策措施，启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百日总攻行动，谋划实施基础设
施“双十”重大工程，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最大限度减少和对冲疫情影响，全省
经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从剑拔弩张的战备状态到而今疫情
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们既见
证了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体会到物质基
础设施的逐步升级完善，更感受到人们心
境和认知的提升与转变。当然，也应清醒
地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未来一
段时间还将持续存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我们在聚焦一些主要预期目标的
同时，应当学会更加自觉地在“两个大局”
下辨大势、找方向，深刻认识和把握危机

共生、危中蕴机、危可转机的辩证关系，正
确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不管外部环境和
发展预期如何变、困难挑战有多大，都要
保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的力度不变，保持高质量发
展的方向不变，保持克难攻坚、锐意进取
的劲头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以大概
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牢牢把握发展的
主动权。

疫情是一场大考，更是一次深切的教
育。它或许打破了平静生活，但它也敦促
我们不断提升构建动态平衡的能力；它或
许带来了普遍性的伤痛，但它也教育我们
如何抓准共性中的个性，分类指导、精准
施策；它或许加大了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和宏观调控的难度，但它也倒逼我们不断
锤炼对复杂严峻局面的判断能力、驾驭能
力和应对能力；它或许为一些行业带来了
创伤，但它也制造了一些行业的风口，开
启了新的机遇窗口期。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化
险为夷、转危为机并不是轻松容易的
事，靠的是主动应变、奋力攻坚，靠的是
迎难而上、群策群力。尤其应对罕见变
化和冲击，我们要坚守信仰、坚定信心，
更要保持战略定力，学习掌握一套独特
的方法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
变，利用优势条件奋发作为，将“危机”向
着“生机”不断转化，我们的各项事业就
能迎来持续突破，不断开新局、拓新路、
启新篇。

两会观察

锤炼化危为机的能力
刘薇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力
打造“绿色能源牌”的成绩亮眼。在
绿色能源的支撑下，绿色铝材、绿色
硅材等产业快速发展，省内用电量
占比提升到 52.3%，“绿色新动能”
激发作用显现。

省政协委员、省能源局副局长
童书玮说，自 2017年起，能源产业
连续三年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第一拉
动力，拉动全省GDP增速在全国名
列前茅。“‘十三五’以来，全省能源
产业发展迈上战略新高度，电力发
展优势突出，能源利用效能提高，能
源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电力市场化
交易占比居全国第一，能源产业跃
升为我省第一支柱产业，为‘十四五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

截至2019年底，全省电力总装
机9500万千瓦，西电东送送电能力
达到3440万千瓦；煤炭化解过剩产
能 3797万吨/年，煤矿数量减少至
419处；石油、天然气管道总里程达
5542公里，当年加工原油1087万吨，
生产成品油927万吨，天然气消费量
19亿立方米，昭通页岩气勘探开发取
得积极进展。我省能源产业的绿色

底色更加鲜明，绿色发展水平更加
领先，有18项指标居全国第一。

省政协委员、中国石化云南石
油分公司党委书记杨惠明也认为，

“云南正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
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三
张牌，包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但不变的是它的底色——绿
色，这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向。”近
年来，中国石化云南石油分公司主动
服务云南省打造“绿色能源牌”的战
略部署，积极开拓汽车新能源市场，
投入超过 15亿元对深埋地下的单
层油罐重新进行改造升级，不断发
展光伏发电等绿色能源，从输油管
道、油罐，再到加油枪、油品，每一个
环节都积极践行能源国企“绿色转
身”、工业重地逐梦绿色发展的理
念。她建议，尽快启动云南省绿色企
业创建工作，提高云南省企业能效
水平、环保水平，构建企业发展核心
竞争力。同时组成专家组研究完善
绿色企业评价标准，为评选第一批
绿色企业提供依据，不断完善绿色
企业考评机制，加强绿色企业创建
宣传。

本报记者 李承韩 浦美玲

绿色能源
为高质量发展添动能

“以前丽江市十八寨沟村产的
蜂蜜10元一公斤；后来大力发展生
态绿色蜂蜜产业，每公斤蜂蜜卖到
80元。为了让蜂蜜更好地增值，村
里与企业联合打造蜂蜜品牌，如今，
包装好的成品洛西蜂蜜每公斤售价
高达 800元。”省政协委员、丽江正
龙集团董事长杨四龙说。

我省坚持把打造“绿色食品牌”
提升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
高度，实施高位推动、突出上下联
动。以绿色为底色的云南高原特色
农业展露出新价值。

“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打造世界
一流‘绿色食品牌’深入推进，蔬菜、
水果等产业效益好，8个重点产业
产值同比增长9%，成为疫情下全省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亮点。”省
政协委员、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李
国林说。

省政协委员、省农业科学院院
长李学林认为，云南农业发展方向
努力朝着“绿色”之路前行，既是农
业产业发展的必然，更顺应了人们
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愿望。在这过
程中，不仅消费者受益，整个农业生
产环节因此升级。如今，我省农业正

从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向资源
保护、精耕细作等现代农业方式转
变，尽量减少农药、化肥、土壤、人力
等资源的消耗。农业生产对农业科
技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也
为农民增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

两年来，我省持续实施高位推
进，不断强化政策支撑，“大产业+
新平台+新主体”的发展思路得到
不断丰富完善，持续落实“抓有机、
创名牌、育龙头、占市场、建平台、解
难题”6项措施，茶叶、花卉、蔬菜、
水果、坚果、咖啡、中药材、肉牛等8
大重点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李国林介绍，为推进农业绿色化、高
端化发展，省委、省政府出台多个意
见，大力实施化肥农药减量行动，持
续推进病虫害绿色防控，率先在茶
产业上对绿色有机基地建设和产品
认证实施奖补，积极引进国际国内
认证机构落户云南。2019年，全省

“三品一标”新认证登记企业 595
家、产品 1525 个，累计有效企业
1951家、产品数 5590个，同比增长
18.3%。可以说，绿色已经成为云南
农业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本报记者 王淑娟

绿色发展
让农业焕发新活力

“上午听了阮成发省长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要以大改革大开放促进大发展，在
全国的大局中要找准云南的坐标方
向、使命担当、区位优势和前进的方
向，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鼓舞了信
心。”省政协委员、省商务厅对外经
济合作处处长万妍娟对记者说。

“2006年我刚进省商务厅时，云
南外贸进出口总额刚突破 60亿美
元；到2010年，突破了100亿美元；到
2019年，突破了300亿美元，增幅位
列全国第3。”说起近些年云南对外开
放所取得的成绩，万妍娟如数家珍。

在万妍娟眼里，14年来，云南
对外开放从最初只有政府部门和少
数外贸企业的单打独斗，到现在已
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格局。以农业
为例，通过多年发展，目前高原特色
农产品已成为云南的第一大出口商
品，远销 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
烟、云茶、云咖、云菜已成为云南农
业响当当的品牌。此外，全省新能源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也蓬勃
发展，有力地支撑了云南的高质量
发展。其次，大开放促进了云南经济
社会大发展。万妍娟认为，目前，云
南正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舞

台，全省形成了全方位深层次多领
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1个国家级
跨境经济合作区，2个国家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4个国家边合区，2
个综保区，25个国家一类二类口
岸，93条陆路通道，19个规范化边
民互市场等各类开放的平台……云
南对外开放翻开了新篇章。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云
南第一个海关蒙自海关，现在，作为
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
红河州对外开放在商贸往来、文化
交流方面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省
政协委员、红河州副州长何民说。

何民介绍，中国（云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红河片区重点发展加工及
贸易、大健康服务、跨境旅游、跨境
电商等产业。以旅游为例，云南省和
越南的跨国旅游互补性很强，目前
在中越双方旅游合作机制下推动开
发的“昆明-红河（中国云南）-老街
（沙巴）-河内-海防-广宁”两国六
个目的地旅游产品，发展势头很好。

“我们要抓住机遇，把河口跨境经济
合作区建设好，把先行先试的项目
做起来，探索出内陆边境地区开放
发展的新模式。”何民说。

本报记者 伍平

对外开放
从“末端”迈向“前沿”

“云南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更
绿了，生态环境更美了。”“云岭大地好山
好水好空气的美誉度持续提升。”听完政
府工作报告，参会的人大代表对“‘美丽’
正成为云南靓丽标签”表示高度认同。

去年以来，我省大力推进最美丽省
份建设，以革命性举措推进九大高原湖
泊保护治理，滇池、洱海、抚仙湖等水质
保持总体稳定向好，成为游客赏湖光山
色、亲近自然的“网红”打卡地。同时，我
省系统打造美丽县城、特色小镇、美丽
乡村、美丽公路，全方位提升最美丽省
份的内涵和品质。

“今年2月，省政府命名了20个‘云
南省美丽县城’，红河州占据三席，石屏
县榜上有名。”省人大代表、石屏县委书
记张鹏程说，石屏县聚力打造“古韵新
城、水墨石屏”旅游文化品牌，紧扣“文
韵古城、豆腐小镇、美丽湖泊”三大重
点，从规划先行、产城融合、绿色发展三
个维度，全力推动“美丽县城”建设一年
见成效、两年显特色、三年大变样，让来
到石屏的客人既可品古城之韵，又可赏
新城之美。

在20个“云南省美丽县城”中，还有
全国文明城市安宁。2019年 3月，该市
以“争创全省‘美丽县城’建设标兵之
旗”的决心再出发，聚力文化兴盛、产城
同兴、多城联创、惠民利民，持续提升美
誉度、融合度、精美度、宜居度，使“干净
清爽”的安宁更加整洁有序，“宜居宜
业”的安宁更加舒心舒畅，“现代时尚”
的安宁更加富有内涵。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力推动最

美丽省份建设，让‘边疆、民族、山区、美
丽’成为云南的靓丽名片，让我们倍感
振奋。”省人大代表、安宁市委书记张勤
勋说，安宁将持续做好涵养生态美、提
升城市美、塑造乡村美、展现山水美、彰
显人文美五项工作，着力打造全国“工业
城市中生态最好，生态城市中工业最强”
的滇中最美绿城，努力在我省争当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生动实践中打造

“安宁样板”。 本报记者 茶志福

疫情对民营企业相对集中的制造
业、交通运输和旅游餐饮等服务业造成
的影响较大，如何有力有序推动民营企
业复工复产？徐小芳委员在《助力民营企
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提案中建议，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给予专项税收
减免，进一步扩大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
策范围；适当放宽货币政策，鼓励商业银
行对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下调贷款利率，
给予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政策支持；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通过续贷、贷款展
期、减免罚息等措施减轻企业还款压力，
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通过临时
性短期融资为困难民营企业提供周转资
金。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排查梳理民营
企业债务，关注资金如期兑付工作；引导
行业协会（商会）协调资源，帮助民营企
业宣传展示企业、提升品牌。

本报记者 胡梅君

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
为云南发展注入“数字元素”。“游云南”

“办事通”“云品荟”“云企贷”“办税费”等
“一部手机”系列产品站上了制高点。

全省信息产业发展落后的格局正在
改变的当下，如何让数字技术和实体产业
深度融合相拥，让数字云南走向蓝海，是
代表委员们高度关注、思考热议的话题。

一朵鲜花，香飘四海。晋宁区是全
国数一数二的鲜切花种植县区，全国每
10枝鲜花中，有 7枝来自斗南，而斗南
每10枝鲜花中，有7枝来自晋宁。当前，
晋宁区正从“引种、引智、引资”抓起。省
人大代表、晋宁区委书记李福军认为，

数字云南的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晋宁正积极以“一县一业”花卉产业
示范工作为抓手，全面构建科研、生产、
加工、交易、运输、销售和社会配套服务
为一体的花卉产业链体系，打造科技田
园、数字花卉，实现花卉产业的快速换
代升级。同时，自2018年7月15日“一部
手机游云南”智慧景区试点启动仪式在
晋宁区七彩云南·欢乐世界举行后，数
字化成果正不断涌现。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更大力度推进
“数字云南”建设，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

“谁掌握‘智’的核心，谁就拥有话
语权。”省政协委员、普洱淞茂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劲松说，数字化是每
一个产业加快发展必须掌握的核心“密
码”。一直以来，传统的中药行业面临着
质量标准和规范体系不够完善、缺乏过
程质量控制等问题。公司正在探索建立
数字中药，建立大数据物联网平台追溯
中药全产业链，通过采用计算机控制、
网络、数据通信等先进技术，实现工艺
参数与过程控制的实时检测与监测，确
保种植、生产加工等过程可溯、可控，建
立“中药智能基地”“中药智能车间”“道
地药材溯源云平台”等，通过智能化，注
入新动能，促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浦美玲

委员提案

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惠及群众

的民生工程。赵涤群委员在《关于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提案》中建议，一是在
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针对老旧小区改
造制定配套法律法规。二是建立健全居
民合理分担、单位投资、市场运作、财政
奖补等多渠道可持续资金筹措机制。三
是做好分析调研，摸清老旧小区底数，了
解实际情况和居民需求，区分轻重缓急，
统筹安排改造工作，量身制定并优化改
造方案。四是老旧小区所在的街道办事
处或社区要积极推动成立业主大会、业
主委员会或业主自治小组，鼓励和指导
引入物业管理或建立自治管理，保障老
旧小区改造期间和改造完成后的效果，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
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

本报记者 胡梅君

有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美丽美丽””正成为云南靓丽标签正成为云南靓丽标签

数字云南走向蓝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喆春黄喆春 周灿周灿 顾彬顾彬 摄摄

热烈讨论

水天一色泸沽湖水天一色泸沽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飞陈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