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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链集群聚能发展。工业发展支撑强劲，其亚金

属、溢鑫铝业、大理华晟满产运营，鸿新二期、大理戴卡、上海

药业大理中药饮片项目建成投产，帝亚吉欧威士忌酒厂及

游客体验中心建成运营。文化旅游量质齐升，澜湄合作

马拉松、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大理美好生活季精彩纷

呈。洱源凤羽大地艺术谷、漾濞阿尼么村等“艺术家第二

居所”深受欢迎，新增国家 4A级景区 3个。设施农业效益

显著，春沐源被认定为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基地。

粮食播种面积 453万亩、总产 173万吨。收购烟叶 142.8万

担，烟草产业税达68.5亿元。

● 投资消费稳步复苏。储备录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

库项目 862 个、总投资 2624 亿元，投资额度排全省第 1。

28个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投产，新能源装机突破 700万千

瓦，电力总装机突破 2000 万千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13.8 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深入推进，带动销售 16.8 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7%。全州存贷款余额

2548.5 亿元、2400.8 亿元，分别增长 8.7%、5.3%，总量和增

幅均排全省前列。

● 生态质量持续提升。洱海“三区”管控细则落地实

施，农业面源污染、城乡污水收集处理等控源截污工作成

效明显。洱海保护治理入选国家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典型

案例。大理市获全省首个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成功

申报全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苍山森

林防火通道南段建成投用。大理经开区、祥云经开区列入

全省零碳园区创建名单。

● 绿美城乡品质焕新。完成302家单位拆墙透绿，建

成口袋公园 379个。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39个、保障性

租赁住房 4640套，祥云、剑川获评全省老旧小区改造升级

优秀典型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成12个省级绿

美乡镇、16 个省级绿美村庄。改建农村卫生户厕 2.06 万

座，农村卫生户厕覆盖率达78.9%。

● 改革开放迸发活力。改革完善乡镇（街道）机构设

置和管理体制，完成权责清单动态调整工作，推动基层减

负增效。“高效办成一件事”“跨省通办”全面推进，企业开

办耗时压缩至半个工作日。大理机场口岸临时开放获批，

首条国际航线开通。大理经开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及监管

场所正式启用并实现首批货物通关，率先在全省探索建立

农产品出口一站式服务中心。

● 民生建设可感可及。城镇新增就业2.97万人，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139.8万人。社会保险持续扩面提质，全州

居民医保基金运行评价排全国第3。民办教育、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有序发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健康县

城建设取得实效。建成农村“一老一小”幸福小院等服务

设施765个，7个县级残疾人托养中心建成投用。

●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治

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依法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公共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改革攻坚 竞进赶超 开创新局
————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摘登

答卷2024硕果累累

过去一年，我们破困突围、创优提质，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高质量完成“五经普”工作，2023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修订为1943.3亿元，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可比增长2.5%、现价增长3.5%，经济总量首次突破2000亿元、达2010.9亿元，“十四五”
以来年均增长7.8%（现价）；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7亿元、增长4.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90.1亿元、增长7.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过去一年，我们主动出击、化解风险，发展动能破局启新。防风化债有力有效，盘活资源资产15.4亿元，新增7户纳税千万元以上企业。完成保交楼、保交房和烂尾楼处置年度任务。海东发展实现破冰破题，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加快扩容提质。

过去一年，我们大抓招商、大抓主体，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贝特瑞新材料、中信戴卡、华晟新能源等全球知名企业快速落地，佳沃、科思达、维先等现代化蓝莓种植全球头部企业开花结果。全州经营主体总量达42.7万户，新增“四上企业”
289户，10户企业进入全省制造业企业100强。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提升至46.3%。新能源电池、硅光伏、绿色铝产业“新三样”增加值分别增长142%、168%、33%。

过去一年，我们聚焦旅居、持续引流，全域旅游风生水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大理场景持续丰富，“在大理爱上生活”“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等旅游 IP传播力指数保持全省第1、全国前列，大理市位居2024年全国百强旅游县市第1。
旅游市场火热长红，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1亿人次、增长15.5%，旅游总花费1716.6亿元、增长7%，均创历史新高。

过去一年，我们惠民便民、加大投入，民生项目结出硕果。大理站站房拆除重建工程提前投用，大理站年旅客吞吐量超20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大理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32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突破1万吨，均创历史新高。滇西医疗
中心即将开诊，州医院医疗核心区即将投用。

全力谋划“十五五”，让经济发展更有后劲

超前谋划“十五五”工作。统筹编制好总体规划、专
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形成上下衔接、协调统一
的规划体系。

超前谋划储备重大项目。围绕建设云南交通次枢
纽，谋划大理至昆明1小时高铁等重大综合交通项目。围
绕建设滇西一体化产业聚集区，谋划争取抽水蓄能、地热
能发电等项目。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新规划实施洱海清水
入湖、中水调运利用项目。围绕改善民生，加快谋划实施
一批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重大项目。

全力扩消费稳投资，让有效需求更有动力

强力释放消费潜能。落实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抓实消费品以旧换新。创新多元消费场景，培育数字、绿
色、健康等新消费增长点。积极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聚焦“两重”“两新”领域项目，加
大中央（省）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超长期国债资金争取力
度，统筹不低于1亿元资金支持重大项目开展前期工作。

持续做强经营主体。强化企业梯度培育，力争培育
3户以上年营业收入 100亿级企业，培育 10户以上企业进
入云南企业100强、云南非公企业100强。

全力精准保护洱海，让美丽大理更有魅力

高水平保护治理洱海。聚焦“干净、清澈、生态、共
享”，探索建立“洱海指数”评价体系，为全国湖泊生态评价
提供“洱海经验”。

高标准改善生态环境。持续推进“绿色革命”，落实
河湖长制、林长制。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固体废弃物

处置。加快大理市“无废城市”建设。巩固提升饮用水水
源水质安全。持续落实长江“十年禁渔”。

高效率推动价值转化。推进洱海流域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结果应用，持续开展洱海流域、红河流域水生态保护
横向补偿。做大绿电规模，谋划设立大理绿电交易中心。

全力壮大产业链条，让绿色发展更有质量

推动重点产业能级跃升。推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
源电池产业延伸链条、聚链成群。抓实高原特色农业、现
代物流产业联动工业、融合发展。积极引育新质生产力，
加快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推进大理算力
中心、电建绿能新能源电动飞机等项目建设。

推动产业园区做强主业。坚持“一园一策”，加快大理
经开区产业绿色转型，探索产城融合新路径。完善园区基
础设施，优化园区招商，培育壮大园区优势产业集群。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因地制宜推进兴业、强县、
富民一体发展，支持每个县市做强 2条以上重点产业链，
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文旅名县。

全力发展全域旅游，让富民产业更有成效

持续升级文旅业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打造更多具有大理特色的文化 IP、文创
产品、文旅线路、非遗工坊，建设传统工艺产业园区。

打造旅居大理品牌。培育推广“百村千宿”，大力发展
乡村旅居、城镇旅居、度假旅居、医养旅居、养老旅居、文艺
旅居、体育旅居，建立“乡愁大理”美宿集成数字服务平台。

强化宣传营销引流。深化“在大理爱上生活”IP 打
造。培育做强大理旅行社等企业，加强与头部文旅企业及
平台合作，开展宣传推介活动，进一步稳定省内市场、做活

省外市场、开拓境外市场。

全力推进城乡协同，让人居环境更有品质

推进城市更新治理。坚持建管并重、改管结合，新改
造老旧小区 38个、2889套，新开工保障性租赁住房 724套
以上。持续抓好批而未供、超期未开发土地处置。打好保
交房攻坚战。

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加快城市园林绿化。协同推动
健康、美丽、文明、智慧、幸福“五城共建”，加快补齐城市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
加快沪滇协作帮扶项目建设。开展好“千万工程”三年行动，
抓好88个示范村建设。深化殡葬改革，推进移风易俗。落实
粮食安全责任制，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50万亩以上。

全力深化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更有活力

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完成国企改革发展三年行动任
务。推进工业项目“标准地”改革。深化财税金融、集体林
权制度、供销社等重点领域改革。

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推进大理国际陆港规划建设，
建立与国内知名陆港、省内边境口岸联动机制，建设跨区
域物流枢纽、国际班列集散中心。用足用好过境免签政
策，抓好大理机场口岸临时开放工作。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县市长、州级局长“坐
诊巡诊、上门问诊”和州长“会诊”，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加
快数字赋能政务服务，持续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不断
提升服务效能。

全力推动产业招商。聚焦主导产业，突出园区招商、
基金招商、产业链招商，提高招商项目成功率和落地率，以
招商引资大突破推动产业大发展。

全力增进民生福祉，让为民服务更有温度

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落实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推动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和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困
难群体就业。

增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推进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完善义务教育学区制管理和集团
化办学模式。深化高中教育改革，探索与教育发达地区优
质普通高中开展托管帮扶和合作办学模式。

深入推进健康大理建设。完善省滇西中心医院（州
人民医院）和州残疾人康复中心运营管理，建好省级精神
区域医疗中心。发展壮大中医药事业。深化综合医改，统
筹医疗资源布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健全社会民生保障体系。实施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增
效专项行动。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全民参保长效机制，完善
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健全关爱“一老一小”服务机
制，深入推进“苍洱阳光幸福工程”三年行动，新建幸福小
院200个。加快州养老服务中心、州儿童福利院建设。

全力防范化解风险，让社会安定更有保障

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和物资保障体系。强化食
品药品全链条闭环监管，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坚决守住债务风险底线。强化“三保”支出预算执行
硬性约束，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用好一揽子化债措施，加
大国有资源资产盘活力度，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坚决守住社会安全底线。巩固提升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创建成果，持续擦亮“苍洱处处石榴红”民族工作
品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社会治安整体
防控。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打好禁毒防艾人民战争。

迈步2025信心满满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5%，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持续攻坚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绿电+先进制造业，持续
延链补链强链，培育一批支撑力强的产业集群，产业投资
增长10%以上、占全部投资比重达50%以上。

持续攻坚园区建设，加快发展园区经济，优化园区管
理体制，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培育主导产业，园区营业收入
增长15%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以上。

持续攻坚产业招商，全力招引链主企业、头部企业，实
施国内合作项目 320个以上，引进州外产业招商到位资金
增长12%以上；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0%以上。

持续攻坚项目投资，结合编制“十五五”规划，抓紧谋
划论证、储备争取、推进实施一批战略性重大项目，全年储
备项目1000个以上、新开工项目800个以上。

持续攻坚经营主体倍增，培育创新活力高、发展动力
强的优质经营主体，构建形成“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
上市”的梯次发展格局，经营主体总量达43.5万户以上。

持续攻坚美丽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更新和城市体检有
效结合，打造生态、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推动住房城乡建
设领域投资和建筑业总产值实现正增长。

持续攻坚旅游品质提升，打造世界级旅游度假区，突
出“旅居大理”，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业态品质，
新创建 3个 3A级以上景区，旅游总花费、过夜游客分别增
长 3%以上。

持续攻坚财源培植，实施“百强百亿”工业企业培育计
划，用3—5年时间增加税收50亿元以上。

持续打赢打好“八大攻坚战”

具体抓好9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