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交通
力争投资3000亿以上

问：综合交通是云南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头戏。今年，
综合交通投资要实现20%的增长，有哪些重大项目支撑？

省交通厅副厅长陆雪松：在继续抓好前期疫情防
控工作的基础上，将坚持把扩大综合交通有效投资作
为对冲疫情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一招，全
力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经济平稳运行。
2020年全省力争完成综合交通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3000亿元以上。

新改建农村公路10000公里以上

公路方面，将决战决胜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通”
工程，抓紧项目复工，加快推进丽江至香格里拉、墨江至
临沧、华坪至丽江等52个在建高速公路项目进度，加快
推进沿边国道G219腾冲（界头）至泸水二级公路等大
滇西旅游环线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一批县域高
速公路“互联互通”工程建设。还将聚焦贫困退出和交
通扶贫兜底性指标，在全省建制村100%通硬化路、
100%通邮的基础上，今年内实现全省所有具备条件的
建制村通客车；全面完成“直过民族”和沿边地区20户
以上自然村、抵边地区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建设，确保
2020年全省新改建农村公路10000公里以上。

推进玉磨铁路等7个在建项目建设

铁路方面，全力推进玉磨铁路等7个在建项目建
设，力争大理至丽江至攀枝花铁路、蒙自至文山铁路等
项目开工建设，力争大理至临沧铁路建成通车，实现渝
昆高铁全线开工建设，完成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建设。

加快推进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

民航方面，将加快推进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
完成昆明长水国际机场S1卫星厅建设，确保陇川通用
机场建成通航，力争开工昭通机场迁建、蒙自机场新
建、丽江机场改扩建等一批民用机场，推进弥勒等通用
机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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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项目
纳入首批省级复工清单

问：不少省区出台了企业复产复工安排，但专门针
对建设项目的不多，对此我省有何具体部署？当前，全
省重点项目复工情况怎样？

省发改委投资处处长郭金华：近期，省委省政府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出相关通知，作出了具体
安排。总体来讲，就是要有序有力。为了实现“战疫情、
稳投资”双赢，需要优先推动一批重点、重大项目的复
工，比如说保障疫情防控设施建设与物资生产的项目，
包括粮油、米、面、果蔬、蛋、奶等生活物资生产的项目，
以及强化水电路气运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还有事关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和实
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的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推
动。目前，已经建立了重大工程项目的复工清单，首批
纳入省级清单的项目有129个，包括综合交通、教育卫
生以及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类等项目。

交通

复工

昨日14:30，云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场新闻发布会在海埂会堂举行。记者获悉，我省255个重点在建项目中，已
复工62个，复工率达24.3%。从日调度情况看，项目业主复工开工意愿日益强烈、各项准备逐步到位，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
落实，交通运输、建设用工、原料物资保障的跟进，各类重大工程项目将逐步复工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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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医疗卫生项目投入
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问：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的公共卫生方面的问
题，省发改委在投资项目方面有哪些应对措施？

周民欣：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充分暴
露出我省传染病医疗救治体系、疾病控制防疫体
系、卫生应急备灾救灾体系不健全、能力弱等问
题。事实上，针对全省医疗服务体系的短板和不
足，2016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就先后启动了医疗补
短板工程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此次
疫情发生后，又紧急部署实施传染病救治能力、疾
控体系和医疗卫生应急备灾救灾能力建设工程，将
持续加强项目谋划建设，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滇西区域医疗中心预计3月开建

将加快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我省被
列为全国区域医疗中心8个试点省份之一，目前云
南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我省心
血管病诊疗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国家呼吸区域医疗
中心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力争今年开工建设。

积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推进医疗
资源优化布局，在昭通、曲靖、红河、大理布局建设
4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解决优质专科医疗资源
匮乏，专科诊疗能力不足和辐射能力不强等问
题。目前滇东北、滇南、曲靖3个区域医疗中心项
目已开工建设，滇西区域医疗中心项目预计3月
开工建设。

18个补短板项目今年投用

24个卫生补短板项目累计已完成投资61.38亿
元，投资完成率为73.06%。广南县中医医院、屏边
县新区人民医院、澜沧县中医医院、兰坪县人民医
院、鲁甸县人民医院分院、马关县第二人民医院6个
项目已经完工并投入使用，其余18个项目正在抓紧
组织建设，预计今年可完工并投入使用。

谋划项目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会同有关方面大力实施传染病救治能力、疾控
体系和医疗卫生应急备灾救灾能力建设，抓紧谋划
建设一批重点项目。以快速、有效应对呼吸道、消
化道重大传染病的诊治为目标，建立健全省、市、县
传染病医疗救治体系，重点是建设相当数量的传染
病救治医疗床位，实现传染病预检分诊、隔离、留
观、诊断、治疗及康复一体化管理。分级建设国家
区域疾控中心、省级区域性疾控中心、国门疾控中
心、县级疾控中心至达到国家基本标准（A）级，提升
我省的疾病控制体系能力。建设省卫生应急指挥
中心，提升全省医疗卫生应急备灾救灾能力，增强
卫生应急物资储备能力。目前，省发改委正在抓紧
指导服务上述项目的立项审批工作。

继续加大区域性医疗中心支持

2016年以来云南卫生领域的中央预算内投资
已经超过了50亿元。2019年，省预算内前期工作
经费支持卫生项目10960万元（占比达20%以上），
安排医疗卫生项目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11.1亿
元（占比超1/3）。今年，还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继续加大对区域性医疗中心等医疗服务和
公共卫生项目的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张勇

我省255个重点在建项目复工62个

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年内开建

昆明复工率全国排名靠前

本报讯 随着“复工”键开启，全国
各地复工复产情况怎么样？思客通过多维度的大数据分
析，尝试勾勒出的复工“图谱”显示，昆明复工率达到
40%，在全国处于靠前位置。

为了排除城市产业结构、外来劳动力依赖等因素对复
工率的影响，他们将2020年和2019年的复工率做比较，得
出城市相对复工指数，昆明市的复工率为40%。

截至2月13日，昆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445户
复工复产，复产率达46.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
点。其中，14户龙头工业企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约50%）
中，13户企业持续生产或已复产，复产率达92.9%；40户骨
干工业企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约70%）中，36户企业持
续生产或已复产，复产率达90%。 本报记者 张雁群

重点在建项目复工率达24.3%
省发改委副主任周民欣介绍：春节以来，出于疫情

防控需要，全国各地均加强了交通运输、人员流动管
制，客观上也波及项目复工开工。受访项目中约67%
的项目反映存在用工紧缺问题，约45%的项目反映交
通运输受阻，约42%的项目反映建筑材料保障难。

当前，重大工程项目复工开工呈逐步复苏态势。
截至目前，调度的重点项目中，255个在建项目已经复
工的有62个，复工率达到24.3%。

三方面有序推动复工开工
省级层面已经梳理提出了一批清单，主要是兼顾

疫情防控和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圆满收
官方面的重大工程项目。下一步，将推动各地也提出
本地区重大工程项目复工开工清单，指定专人跟进清
单项目，及时掌握并推动协调解决疫情防控及用工、用
料、资金等方面问题，分类有序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复工
开工,多方协同保障项目用工及物资，实行重大工程项
目复工开工日调度。

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
加快高速公路“能通全通”、滇中高速公路互联互

通、滇西大旅游环线等工程建设，加快建设渝昆高铁云
南段、玉磨铁路、大瑞铁路，推动教育卫生补短板工程、
国家级和省级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加快进度。

抓紧项目谋划储备，形成两个形式的成果：第一个
成果是形成2020年版“补短板、增动力”省级重点前期
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年内“补短板、增
动力”省级重点项目开工转化率累计达40%。第二个
成果是形成云南省2020年“四个一百”重点建设项目
计划。这是完成全省年度投资目标任务的重要支撑。

公共卫生等有广阔投资空间
当前，我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减税降费、专项

债加码发力、全面降准加定向降准、不断扩大对外开
放、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降低建设项目资本金比
例等政策措施为扩大有效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我
省的情况来看，渝昆高铁开工建设，滇中引水工程进入
建设高峰，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建设加快推进；绿色水电
铝材、水电硅材一体化项目链式聚集，砚山绿色铝工业
等水电硅材、水电铝材项目落地开工；老旧小区改造、
停车场建设等城市更新改造提升需求较大，公共卫生、
生态环境、社会民生等领域短板依然突出，为扩大有效
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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