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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释放出促

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云南如何把广大企业当作发展的“最好合伙人”，共同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记者采访了云南省委书记王宁。

问：在党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谈

会后，云南省委、省政府随即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请问云南是如何理解和把握的？

答：云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2
月 24 日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

开放招商大会，及时将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传达给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

企业家。我们贯彻落实的举措概括

起来就是四句话。

第一句：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

不动摇”。我们坚持国企民企一视同

仁、同等对待，制定出台了加快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支持民营企

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

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参与基础

设施、产业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环保

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让民营企业在

云南扎下根来、茁壮成长。

第二句：真心实意把广大民营企

业当作云南发展的“最好合伙人”。

我们积极邀请广大民营企业参与南博

会、滇商大会等重大活动，吸引广大民

营企业来云南投资创业，把云南的区

位优势、资源优势、绿色优势，与民营

企业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等

有效“嫁接”，共创“有一种叫云南的机

遇”，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第三句：一如既往当好民营企业

发展的坚强后盾。我们要求各级领

导干部要有“服务民营经济，就是服

务全省发展大局”的情怀，召开全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做优

政务服务、做好法治保障、做强要素

支撑等 10 个方面举措，面对困难与

企业同题共答，发自内心为企业做好

服务。

第四句：携手共建亲清统一的新

型政商关系。为落实民营企业座谈

会精神，云南发布了政商交往三张清

单，一张是正面清单，一张是负面清

单，还有一张是倡导清单。通过这三

张清单，把政商交往中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能做、哪些要主动做，一条一

条列出来，一看就明白，让干部放开

手脚、大胆干事，让民营企业放心投

资、安心发展。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好云

南、投资云南，对云南发展投下了“信

任票”。近 3 年，全省民营经营主体

净增 266 万户，增长了 67％。其中，

民 营 企 业 净 增 67 万 户 ，增 长 了

85％。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 53.3％，撑起了全省经

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问：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

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要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做强做优做大资

源型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加快发

展高原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促

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

收。结合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

请问云南如何在产业转型升级

中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

答：最近，我们深入宣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到工

信、农业、文旅、商务等部门调

研、部署举措。对云南来说，有

色和稀贵金属、清洁能源、高原

特色农业、文旅等都是具有竞

争力的优势产业。这些年，我

们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坚持抓

项目、育产业、帮企业，有高原

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的 3 个例

子可以说明：

第一个是咖啡产业。近期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称

赞“云南咖啡还是代表着中国

的”，我们感到很振奋。目前云

南有 800 多家咖啡企业，基本上

都是民营企业，有的搞种苗培

育，有的搞种植提升，有的做咖

啡精深加工，还有的参与咖啡

经营销售。正是一家家民营企

业，让云南咖啡产业迅猛发展，

产值从 3年前不足百亿元，增加

到现在的 800 亿元，带动了 100
多万咖农户均增收 3万元左右。

第二个是花卉产业。云南

斗南花卉市场是亚洲最大、世

界第二的花卉交易市场，连接

了上下游 3300 多家民营企业，

2024 年交易量超过 140 亿枝鲜

花，交易额达 116 亿元。现在，

云南每年生产 206 亿枝鲜切花，

位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给全国

每人提供超过 14 枝、给全球每

人提供超过 2 枝，这一“美丽产

业”，已经成为造福群众、造福

百姓的“幸福产业”。

第三个是文旅产业。这两

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令

人向往，去年近 400 万人次到云

南旅居，“旅居云南”成了新生

活、新风尚。可以说，这种新风

尚就是民营经济创造出来的。

云南旅居产业走红，源于曲靖

一个叫土瓜冲的村子，这个村

在引进一家民营企业后，十几

个年轻人与当地政府和村民合

作发展乡村旅居，带火了村子，

带动了农民增收，也实现了企

业自身发展。

这样民营企业“唱主角”的

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将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积极营造大中小企业相

互依存、相互融合的良好产业

生态，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中

担当生力军。

问：2022 年，云南启动实施

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三年行动，

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围绕落实

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今后云

南还将作出哪些重点部署？

答：春江水暖鸭先知。哪

里营商环境好，资金就往哪里

投，企业就往哪里走。我们扎

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的政策措施，坚持有求必应、无

事不扰。同时，我们做了一些

探索和创新。

第一个是开展服务企业

“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这是

我们的一个创新做法，就像医

生一样“接诊”，由厅局长面对

面接待企业，听取和回应企业

诉求。每个月，我们都会提前

公布“接诊”时间，让企业预约

“挂号”，发改、工信、商务等部

门的厅局长来“坐诊”“开方”。

目前已开展了 8 期，帮助 160 多

家企业解决了 200 多个问题。

今后，我们的服务不会止步于

“坐诊”，还会主动“巡诊”“上门

问诊”，企业需求在哪里，服务

就跟进到哪里。

第二个是建设了一个叫

“融信服”的平台，专门解决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没有渠

道的问题。我们将税务、市场

监管、公安、司法等 40 个部门、

近 5 年的 350 多类涉企数据，都

归集到这个平台上，通过数据

评价形成企业信用，使其成为

发放贷款的重要依据，并针对

不同企业需求，推出“民宿贷”

“云花贷”“咖啡贷”等特色产

品。这个平台运行两年已授信

3600 多亿元，企业平均可贷到

100 多万元。这些企业当中，有

种花的，有养牛的，有搞旅居的，

还有卖土特产的，受益面很广。

第三个是每年办好“10 件

惠企实事”。去年起我们每年抓

“10 件惠企实事”，重点解决项

目要素保障问题。比如，去年的

10 件惠企实事中，我们增加“标

准地”供应，促进企业“拿地即开

工”，最大限度降低拿地时间和

资金成本。2024 年省级以上开

发区共出让“标准地”1.35万亩，

比上一年增加了 1770亩。

2025 年，云南将启动新一

轮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三年行动，

推动厅局长“坐诊”“巡诊”“上

门问诊”，围绕稳定电力供应、降

低融资成本等抓好 10 件惠企实

事，扩大市场准入效能评估结果

应用范围，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进一步擦亮效率、服务、诚信

“三大营商环境品牌”。

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把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与近期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

来，深刻领会把握，一体贯彻落

实，大力支持广大民营企业和民

营企业家投资创业，让彩云之南成

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沃土。

新华社昆明4月1日电

让民营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担当生力军

为民营经济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四大举措推动民营企业

扎下根来、茁壮成长

□新华社记者 李银 吉哲鹏 浦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