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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周文曙

城鎮上山是雲南創新城鎮發展思路，促進土地資源節約
集約利用的一大創新舉措，立足雲南「山區多平壩少」的
實際，能立竿見影切實可行。由此，雲南未來發展最能見
效的內需動力在城鎮化，抓住城鎮化就抓住了跨越發展的
「牛鼻子」。

李紀恆在《報告》中指出，要按照「守住紅線、統籌城
鄉、城鎮上山、農民進城」的要求，調整完善土地利用、
林地保護和省域城鎮體系規劃，抓緊制定城鎮近期建設規
劃，加快編制全省低丘緩坡土地綜合開發利用規劃。進一
步加強城鄉建設和管理，全面完成村莊規劃，建設生態宜
居城鄉；要促進農業轉移人口轉變為城鎮居民。建立健全
就業創業扶持、教育、住房、社保、醫療衛生、農村土地
管理等機制，落實好進城農民權益保障措施，確保實現120
萬農村人口轉戶進城。
早在兩會前，雲南省建設山地城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城鎮建設規劃、林業發展規劃調整完善聯合審查已全面展
開。雲南省副省長劉平2月1日在審查工作座談會上強調，
要切實增加壩區耕地保護面積，提高耕地質量和產能，把
最好的土地用於農業發展；要建立山地開發利用良性循環
機制，推動保護壩區農田、建設山地城鎮科學、健康發

展，確保城鎮上山的質量和水平。
春天，雲南用一次次辛勤的耕耘，播種未來「跨越發展」

的希望。而一次次的「破土細作」，無一不力求「以創新性
舉措，率先在最具潛力、最有優勢、最能見效的領域實現
突破。」

李紀恆代省長在《報告》中清晰地指出了雲南發展面臨的嚴峻形勢。他指
出： 「產業層次偏低、農村貧困面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結構性矛盾短期內難
以消除，加上三年連旱的影響，保持平穩較快發展難度加大。」沒有較快的發
展速度，改變不了發展滯後的現狀，解決不了前進道路上的矛盾和困難。而
《報告》被各界頻頻解讀的4個關鍵詞語，或將成為解讀雲南以「科學發展、和
諧發展」為前提，探索雲南特點的「跨越發展」新路子的核心內容。

《報告》指出，要大力發展社會事業，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以中低收入群體為重點，啟動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推
動城鄉居民收入較快增長。

雲南省人大代表、普洱市西盟縣扶貧辦副主任夏江萍：雲南此
次增收政策覆蓋面廣，且重點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讓人振奮。

建議雙增收中更多關注農民收入的增長，可通過發展特色產業和加
強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增加農民的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
入。

12% 生產總值力爭增長12%以上，爭取突破萬億元。

12%和13%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2%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13%以上。

3540億 力爭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540億元。

百億 繼續實施百億斤糧食增產計劃，確保糧食總播種面積不低於6500萬畝，增產50萬噸以

上。

5.7萬 強化新農村建設，解決5.7萬戶無電人口通電問題。

1450億 繼續推進旅遊二次創業，力爭旅遊總收入達到1450億元。

100億 重點打造一批銷售收入超100億元的特色產業園區。

120萬 確保實現120萬農村人口轉戶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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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力意味 未來發展的空間。李紀恆在《政府工作
報告》（下簡稱《報告》）中分析當前形勢時指

出，中央重視發展實體經濟，重視擴大內需，這是雲南
因勢利導、乘勢而上的最有力支撐⋯⋯經多年努力，雲
南的發展條件明顯改善、體制環境持續優化、產業實力
不斷增強，這是我們拓展空間、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最堅
實基礎。為此，他在《報告》中用咬定目標不放鬆、推
進工作不懈怠、狠抓落實不折騰等「三個不」來強調
「要在破解難題中實現新發展。」

立足於「最堅實基礎」之上，李紀恆提出，要以特色
經濟、民營經濟、園區經濟、縣域經濟為抓手，加快新型
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奮力推動科學發展和
諧發展跨越發展邁出堅實步伐。經濟發展目標鎖定為：2012
年雲南生產總值增長12%以上，力爭突破萬億元。
潛力意味 未來發展的後勁。產業層次偏低一直是雲南的短

板。從「後發」的角度看，同樣也是雲南最具潛力所在。就此，
《報告》要求，繼續實施重點項目「212」工程，力爭除電力外的

全部工業投資達到1600億元、全部工業增加值完成3900億元以上。擇
優培育一批大型骨幹企業，發展一批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引導企業搞好協

作配套，打造一批銷售收入超百億、超千億的特色產業園區，力爭具備條件
的省級工業園區升格為國家級園區。

優勢面前 「特色」拓開放

潛力面前
「三不」破難題

發展面前 「上山」謀跨越

■雲南省代省長李紀恆在《報告》中用咬定目標不放鬆、推進工作不懈怠、狠抓

落實不折騰等「三個不」來強調「要在破解難題中實現新發展」。 之輝 攝

■代表們信心百倍地出席兩會共議雲南發展大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斯 攝

就一個地方發展而言，優勢往往即
其特色所在。相較沿海開放省市，雲
南最大優勢即其作為中國面向東南
亞、南亞開放的橋頭堡區位。李紀恆
在《報告》中明確指出，雲南要全力
推進橋頭堡建設，堅定不移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
《報告》要求，一是要推動橋頭堡

政策落實。力爭在投資貿易便利化、
差別化產業政策、電力價格改革試
點、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煙草政策
等方面先行先試，盡快取得實質性突
破；二是要全力建設國際大通道。加
快推進連接周邊國家的交通、油氣、
電力和信息等項目和沿邊幹線公路等
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拓展國際國內航
線。提升口岸建設和通關便利化水
平。

■雲南頻頻以創新性舉

措，力爭在最具潛力、

最有優勢、最能見效的

領域開始實效動作。圖

為日前舉行的雲南省十

一屆人大五次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斯攝

抓緊謀劃工業跨越的政策舉措、引進海外智力挺橋頭

堡、全省16州市的「城鎮上山」規劃審查強力推進⋯⋯春

天的故事在雲南歌唱。雲南省代省長李紀恆11日在雲南省

十一屆人大五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以一個個

重點領域的強力創新與突破為雲南謀局發力。記者注意

到，2012年雲南頻頻佈子，紛紛以創新性舉措，在最具潛

力、最有優勢、最能見效的領域開始實效動作，意在 力

闖出一條具有雲南特點的跨越式發展新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和向紅、羅斯昆明報道

《報告》指出，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為：雲南
全省生產總值增長12%以上，力爭突破萬億元。「要
集中精力抓項目，千方百計增投資，力爭規模以上
固定資產投資達到7100億元以上。要推動投融資模
式創新，強化資源資產化、資產資本化運作。力爭
全年新增信用融資不少於2000億元。」

省人大代表、文山州衛生學校副校長彭雲英：有
了實力才能辦成大事，才能辦民事。2011年雲南省生
產總值創造了30年來GDP增長的最好水平。在此基礎上，
今年跨越發展的目標鎖定「突破萬億元」十分提振信心。

■彭雲英

關鍵詞：生產總值破萬億

關鍵詞：高原特色農業

《報告》指出：要創新城鎮發展思路。按照「守住紅線、統籌
城鄉、城鎮上山、農民進城」的要求，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省政協委員、雲南明靖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文曙：「站得高，看
得遠。」一是城鎮上山後，家在環境優美的林中，人站在家裡即
可遠眺壩區一望無際的田野。雙贏之後更能有益於環境氣候的改
善，最終實現三贏。二是這種立足自身特色創新發展的思路，可謂
「站得高，看得遠。」

■夏江萍

關鍵詞：居民收入倍增計劃

■周文曙

關鍵詞：城鎮上山

《報告》指出，要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完成木本
油料基地建設450萬畝，建設50個現代農業示範園，
新增2個國家級農業產業化示範基地，打造品牌、
開拓市場， 力發展高原特色農業。

政協雲南省港澳委員普慧艷：創建品牌實際上是
在創造產品附加值。發展高原特色現代農業，雲南
要將種植生產領域的優勢元素轉化為市場領域的品

牌優勢，冠之以「雲南」品牌的高原特色現代農業才
能持續提升其產品附加值，增強市場競爭力。要注重
「雲」字頭特色生態農業品牌的打造和推廣，才能防止

類似去年內地某些地方「香蕉爛在地裡」的局面出現。

■普慧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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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衝關年 雲南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