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目标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设定？

省发展和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
发言人赵修春：《实施意见》分2025年、2030
年两个时段设置了滇中新区的发展目标，既
包括定性目标，也有定量指标。与此同时，

《实施意见》提出滇中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要高于全省、昆
明市的水平，也高于其他许多国家级新区。
这些指标是在综合分析滇中新区在全省所

处地位、主要经济指标发展态势、系列政策
措施对滇中新区发展即将产生的巨大推
动和促进作用基础上，经反复研究论证后确
定，以确保滇中新区能保持一个较快的发
展速度，为全省经济作出应有贡献。

目标设定 用高增速指标“逼”出快速高质量发展

新目标

到2025年
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工业

增加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不低于
10%、20%、12%、18%，分别拉动全省年均增长
0.5、1.5、1、1.5个百分点。新引进的工业项目
土地投资强度不低于150亿元/平方公里。新
区在改革系统集成、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上走在
全国前列，主导产业集群培育实现新突破，高
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成为全省改革创新试
验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开发开放先行区，山
水林城和谐、生态宜居宜业的国际性现代化新
城区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云南样板。

到2030年
新区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作用进一步凸

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
支点、桥头堡建设重要经济增长极、西部地区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验区和改革创新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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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收购价
2250元/瓶

2350元/瓶

2450元/瓶

2550元/瓶

2700元/瓶

2750元/瓶

2930元/瓶

3050元/瓶

3150元/瓶

3350元/瓶

3650元/瓶

年份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收购价
3900元/瓶

4000元/瓶

4100元/瓶

4250元/瓶

4400元/瓶

4900元/瓶

5200元/瓶

5300元/瓶

5400元/瓶

6500元/瓶

6600元/瓶

年份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收购价
7000元/瓶

7100元/瓶

7500元/瓶

13000元/瓶

13200元/瓶

13300元/瓶

13500元/瓶

13700元/瓶

14800元/瓶

17000元/瓶

17500元/瓶

年份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980年

1979年

1978年

1977年

收购价
17800元/瓶

18000元/瓶

20000元/瓶

20500元/瓶

20600元/瓶

23000元/瓶

23500元/瓶

25000元/瓶

30000元/瓶

35000元/瓶

50000元/瓶

年份
1976年

1975年

1974年

1973年

1972年

1971年

1970年

1969年

1968年

1967年

1966年

收购价
60000元/瓶

80000元/瓶

15万元/瓶

16万元/瓶

18万元/瓶

20万元/瓶

25万元/瓶

28万元/瓶

35万元/瓶

38万元/瓶

40万元/瓶

品藏馆：滇池路蓝山数码国际公寓3幢9号商铺(青少年活动中心斜对面) 乘坐160、44、73、89、91、93、106、120、152、K25、Z13、A1、Z12路到老年活动中心站
德宏酒店门店：滇池路德宏酒店一楼大堂（省人大对面）乘坐44、73、89、91、93、106、120、152、160、A1、K25、Z12、Z13、Z72路到金牛小区站
杨总24小时咨询服务电话：13888 311919、13888 251919

我公司仅在蓝山数码、德宏酒店开设门店，
绝无其他分店，敬请消费者区分

免费上门收购、鉴定，量大价更高。
销售茅台、五粮液等各种名酒，郑重承诺保证正品！

特别
提醒长期高价回收各年份名酒

广告

茅台酒回收价格表近年来，一些以次充好甚至假冒
陈年名酒、或者收购时恶意压价的事
件提醒大家：买卖名酒一定要去正规
商店。金钱葵名酒品藏馆，工商注册，
常年收购、销售各年份名酒，实体店规
模大、装潢大气。多年来的诚信经营
赢得了市场，树立起行业标杆。即日
起，金钱葵再次提高收购价，承诺绝不
压价，以真正的实惠答谢广大市民，也
热忱欢迎市民到店参观选购。

金钱葵第三次提高收购价格 正规实体店绝不压价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个个国家级新区成为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
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平台，也成为区域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
的强劲引擎。

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设立云南滇中新区的批复》，云
南滇中新区成为全国第15个国家级新区。5年来，新区经济发展态势良
好，但开发开放和建设发展与预期目标相比还有差距，管理体制机制、产
业集聚度、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和影响了滇
中新区的发展，削弱了滇中新区在全省的示范带动作用，需认真研究解
决。今年以来，省委书记陈豪多次率队到滇中新区进行调研，省长阮成
发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也对滇中新区建设提出明确要求；省委、省政府
明确，滇中新区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要求
起草贯彻国务院指导意见、支持滇中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文件制定过程中，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进行指导，全国两会
期间还专门对文件起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省发展和改革委还成立专
门工作小组。

我省将国内所有国家级新区的支持政策，按照体制机制、财税、土
地、人才、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开发开放、金融、科技创新、社会管理等类
别进行了分类梳理，各项支持政策的具体内容、来源文件等清晰明了。
最终出台的《实施意见》可以看出省委、省政府对标一流的坚定决心。

细读《实施意见》，其中既有激励人心的发展目标，更有脚踏实地的
政策措施；既有对标对表国内发达地区的高标准，更有含金量很高的改
革创新大手笔。3大板块、8个部分、22条政策措施，描绘出打开滇中
新区开发开放新局面的一幅崭新蓝图。

“全国超前”的底气，来自于贯穿《实施意见》始终的“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基本思路。

《实施意见》坚定不移地把产业作为滇中新区发展的立区之本，提
出“聚焦先进制造业发展，与东部地区同步规划、同步发展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明确了“新引进的工业项目土地投资强度不低于150亿元/平
方公里”“实施建设用地、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等具体要求。

在推进产城融合方面，提出“推进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园林城市建
设，提升城市品位”“建设智能应用场景，构建主动发现、自动指令、快速
处置、实时反馈的完整闭环，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等目标，充分体
现了滇中新区开发建设的高标准、高要求。

政策在全国超前
推动高质量发展
到2025年滇中新区GDP年均增速不低于 10%

滇中
新区

滇中新区是云南改
革发展大局中的重要一
棋，这步棋走好了，全局
就更活了。

走好这步棋，省
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精
心谋划，对新区深化改
革创新作出顶层设计，
出台《关于支持滇中新
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实施意见》分3大
板块、8 个部分，共有
22条政策措施。

15日，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关于支持滇中新
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系列新闻发布会·综
合解读专场，省发展和
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
然资源厅、昆明市政府、
滇中新区管委会负责人
就有关内容现场回答记
者提问。

“这些政策，纵向
比，是我省以前所没有
的；横向比，在全国也是
比较超前的。”省发展和
改革委副主任赵修春这
样评价《实施意见》中提
出的一系列支持政策。

“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支持滇中新区发展的大
手笔。”省财政厅副厅长邹宁介绍道，2014年至2020
年，省级财政共计让利滇中新区约59亿元；而此次进一
步明确体制让利延长至2025年，预计进一步让利100
亿元以上。

“大手笔”不只是财政的投入和支持。《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大思路、大谋划、大政策推动大
发展”。

“大发展”，《实施意见》提出硬核指标：到2025年，
滇中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不低于10%、20%、12%、
18%，分别拉动全省年均增长0.5、1.5、1、1.5个百分点。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方方面面的合力支持。为此，
《实施意见》立足赋予滇中新区更大的自主权限，强化了
财税、金融、土地、人才、创新、开放等方方面面的支持政
策，力求做到政策实、举措实、效果实。

除了综合财力补助以外，《实施意见》在土地政策
方面，提出了“对滇中新区国土规划控制指标、年度计
划指标实行单列管理，建设用地指标优先满足滇中新
区发展需要”“在全省范围内对滇中新区范围的耕地
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建设用地规划等规
划控制指标进行调整，彻底解决滇中新区建设用地分
散化、碎片化的问题”；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对外开
放、招商引资等方面，也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支持和
激励政策。

《实施意见》还对省委、省政府和省级部门、昆明
市对滇中新区的支持政策和滇中新区的重点任务作
出了细化，明确了各项政策任务的责任单位。各责任
单位将根据分工，拿出支持或推动滇中新区发展的细
化措施。

当一条条具体政策落实落地，滇中新区迸发出深化
改革、加快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我省才能下好云南
高质量发展整盘棋。

“新”在《实施意见》中有淋漓尽致的
体现。

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明确了“滇中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为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
构，实行计划单列管理”。

在招商引资方面，提出“支持省属企业
联合昆明市、滇中新区等设立风险投资引
导基金，聚焦科技前沿领域，投资引进产业
项目”。

在科技创新方面，提出“探索使用‘滇
中科技创新券’‘滇中创业通票’，为企业提
供免费的研发、财务、法律、检验等第三方
服务”。

在建立市场化运营机制方面，提出“探
索‘管委会+服务中心+公司’的运作模式”

“逐步推进滇中新区开发运营主体市场化
转型”“推动有条件的开发运营主体上市”。

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三区’联动发
展”“推进关税保证保险改革，实现货物‘先
放后税’”“创新出口货物专利纠纷担保放
行方式”“建设出口产品公共‘海外仓’和海
外运营中心”。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提出“开展区域
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等承诺制试点”“建立
特殊事项现场办事目录清单，实现清单外
所有办事项目全程网上办理，让企业和群
众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确实，滇中新区唯有大力培育新动能、
激发新活力、塑造新优势，才能成为全省经
济发展的发动机、改革创新的新引擎、开发
开放的新高地、高质量发展的新标杆。

解决问题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

高 新

滇中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19个国家级新区中由第15位上升至第
12位，但开发开放和建设发展与预期目标相比还有差距。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理念，
在《实施意见》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中很多
政策的改革创新力度之大，在我省以前从
未有过。

以空前的力度打造发展新标杆

大
大手笔下好改革发展全盘棋

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支持滇中新区
发展的大手笔。

答记者问

如何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来支持
滇中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高质量
发展？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
发言人赵乔贵：按照“做强滇中、搞活沿边、
多点支撑、联动廊带”要求，省自然资源厅

明确了“三线划定倾斜”“规划共同编制”
“市区融合发展”“指标重点支持”四项举
措。在规划编制中，省自然资源厅将结合
三线划定为滇中新区预留一定比例的留白
空间，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同时省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还将从指标方面重点支

持滇中新区发展，对新区规划指标、年度用
地指标实行单列保障，建设用地指标优先
满足滇中新区产业发展需要，建立“人地挂
钩”“增存挂钩”机制，盘活存量用地和低效
用地，促进滇中新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赵丹青

国土空间规划 三线划定留空间 用地指标单独列

昆明市和滇中新区将如何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实现市区融合、产城融合、联动
发展？

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斌：昆
明市主动承担滇中新区社会管理职能相
应的州市配套责任，从2021年起，昆明市
财政还将连续5年给予新区每年2亿元的
综合财力补助。昆明市把滇中新区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体系纳入全市基础设施建
设体系统筹建设，加大跟踪、协调和服务
力度，形成滇中新区和昆明市分管领导带
头协调、牵头部门主动跟进、相关部门全
力配合的重大项目推进机制。今年，昆明

市共实施重点项目640项，总投资2.08万
亿元，其中滇中新区103项，总投资3200
亿元，项目数占全市总数的16.1%，项目总
投资为全市的15.9%。昆明市把滇中新区
项目建设资金保障工作纳入市资金保障
体系，一方面全力争取中央、省预算内投
资、专项债资金发行对滇中新区的项目给
予倾斜和优先支持；另一方面在安排市级
预算内项目前期费时，对新区重大项目给
予前期费支持，努力推动滇中新区项目建
设增长。

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吕永栋：《实施意见》充分肯定了“市区

融合发展”取得的创新实践效果，对继续
深化“市区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将在“规划共绘”“基础共联”“资源共
享”“产业共兴”“环境共建”五个方面，强
化市区联动、加强优势互补，主动融入昆明
市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努力在全省
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树立标杆。下一
步，新区将持续深化市区融合发展，加速构
建滇中新区与昆明市错位发展、互补融合、
联动支撑的格局，“一张图”共绘市区规划
编制工作、“一盘棋”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建
设、“一体化”协同推进产业集群发展，成为
创新开拓区域融合发展的云南样板。

市区融合“一张图”“一盘棋”“一体化”开拓云南样板

未来5到10年，滇中新区产业发展的

思路、目标和举措是什么？
滇中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吕永栋:滇中新区自2015年由国务院批
复设立以来，始终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
济，深入走产城融合、以产兴城的路子。
2016年至2019年，滇中新区经济总量在
全国19个国家级新区中由第15位上升至
第12位。今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冲击和国内外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

新区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持续收窄，固定资
产投资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扭负为
正，分别增长8.4%、2.4%，增速高于全省、
昆明市。

结合此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新区将
进一步发挥好主体作用，坚持实体经济发
展为本，持续增强竞争优势，既做好主导
产业“加法”，重点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
培育现代服务业集群，也做好传统产业

“减法”，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既做好新兴

产业“乘法”，加快建设专业园区，发挥平
台叠加聚集效应，也做好落后产能“除
法”，加快存量落后产能淘汰步伐。同时，
坚持创新驱动引领，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坚持主动对标国际国内市场，全面提升开
放水平；坚持高标准规划，推动以产兴城、
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建设宜居宜业新区；
坚持完善体制机制，切实用好国家和省级
赋予的各项管理权限和支持政策，促进实
体经济发展。

主导产业 产业发展要做好“加减乘除”法

省财政如何支持滇中新区持续做大
做强？

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邹宁：省
财政强化财政支持，主要通过采取“少
取”“多予”“放权”等优惠政策，全力支持
滇中新区做大做强。在体制上全面让利
放活，坚持“少取”至“不取”。滇中新区
成立以来，按照“独立建制、市区融合”原
则，省级财政对新区范围内实现的各项

财政收入，全部留给滇中新区，在财政体
制上给予新区最大力度倾斜。据统计，
2014年至2020年，共计让利滇中新区约
59亿元，此次《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
体制让利延长至2025年，预计新增让利
将超100亿元。在补助支持上突出重点
难点，积极落实“多予”。省财政明确新
区的社会民生事务发展支出不要求新区
财政承担，由省财政和昆明市按国家、省

相关政策予以保障，此次《实施意见》同
时要求，2021年至2025年每年给予综合
财力补助 5亿元。在管理上既积极“放
权”，又加强省市共管。研究建立滇中新
区财政独立运行的财政体制，通过单独
设立金库，清晰核算滇中新区本级财政
收支，其预决算由自主编制，并入昆明市
级财政报昆明市人大审查批准，充分体
现滇中新区的自主性。

财政支持 预计新增让利将超100亿元
滇中新区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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