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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昭通市立足区位、交通、资源、人力等优势，
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全力谋划实施系列“三年行动”，走出了一条“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业”的
产城人融合发展新路子。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眼下的昭通，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基础设施实现新突破，基层
治理形成新格局，安全发展取得新进步，民生改善结出新硕果，党的建设焕发新气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其
势已成。

昭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其势已成

2024年，昭通市经济社会亮点频现，
喜讯连连。

粮食总产量达 212.6万吨，创历史新
高；因地制宜做好科技赋农和“土特产”增
值大文章；苹果、竹子、马铃薯、天麻、花椒
等高原特色种植业质效大幅提升。

全市脱贫群众收入增速连续 3 年列
全省第1位，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8.2%、增速位列全省第 2，人
均纯收入 1 万元以下的脱贫户和监测户
全部动态清零，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致贫的底线。
全省第一块光伏玻璃在昭通下线，合

盛硅业、旗滨光伏、新安化工、品鑫能源等
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白鹤滩水电
站实现 16 台机组并网满发，全市年发电
量达920亿千瓦时。

经济总量提前一年迈上 2000亿元台
阶、提升至全省第 6位；固定资产投资超
过 1000亿元、提升至全省第 4位；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0亿元、提升至全
省第 5位；民营经济总量超过 1000亿元、

占 GDP 比重超过 50%，支撑起全市经济
的“半壁江山”。

“秋城昭通”“避寒巧家”火热“出圈”，
避暑避寒和康养旅居成为昭通打造新兴
旅游目的地的“两张王牌”。

昭通正按照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确定
的目标路径，紧扣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
标，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深入
推进农业、能源、交通、生态、教育“五大强
市”建设，不断开创跨越式发展新局面，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昭通篇章。

2024 年 12 月 26 日，云上营家·赤水
源（镇雄）西南大通道供应链中心开园。
该中心填补区域冷链物流空白，为区域经
济繁荣与发展开辟了“新赛道”。同日，云
南昭通40万吨铝合金扁锭项目启动仪式
在昭阳区青岗岭回族彝族乡举行，标志着
昭通市绿色硅铝产业迈出新步伐。

2024年 12月 27日，合盛硅业昭通水
电硅循环经济项目40万吨工业硅正式点
火投产，标志着昭通打造“千亿元级绿色
硅铝产业”迈出坚实一步，为我省打造水
电硅材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加快构建面向
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2024 年末，昭通市点燃的“三把火”
成为驱动昭通现代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迈出了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的
铿锵步伐。

面对产业和经济存在结构不优、规
模不大、质量不高的现状，昭通市委五届
六次全会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落实省委
一体推进“三大经济”部署，坚持以资源

换产业、园区聚产业、实体强产业，推动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13.3% 、能 源 投 资 增 长
24.4%、民间投资增长 12.5%，呈现出主抓
产业、强攻工业、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的发
展势头。截至 2024 年底，在扎实做好

“产”的文章中，预计产业投资增长 10%、
民 间 投 资 增 长 14% 、能 源 投 资 增 长
18.7%，“五个千亿元级”产业综合产值超
过 3000 亿元，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产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粮食总产
量达 212.6万吨、创历史新高，“昭通飞天
苹果”“昭通小肉串”等“昭字号”品牌影响
力不断扩大，白鹤滩水电站实现 16 台机
组并网满发，全市年发电量达920亿千瓦
时，合盛硅业、旗滨光伏、新安化工、品鑫
能源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建成投产，全省
第一块光伏玻璃在昭通下线，暑期在昭避
暑游客每天保持在 20 万人，巧家成为游
客避寒旅居目的地。

园区集聚效应不断凸显。昭阳经开

区被列入全省 7个“千亿级园区”重点培
育，水富经开区被列入全省10个“新能源
电池材料产业园”重点打造；6 个省级开
发区入园企业达 387 户、工业产值超过
650亿元。

实体经济发展不断提质。市场主体
总量突破 40万户，“四上”企业达 857户，
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突破 50%、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8%。

“要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交通优势，
聚焦重点产业优化布局、延伸链条，坚定
不移做大规模、扩大总量、壮大实体，到
2026 年全市将形成高原特色农业、绿色
能源产业、绿色硅铝产业、磷化工及新材
料产业、现代服务业‘五个千亿元级’产业
集群和一批百亿元级产业‘5+N’的现代
产业体系。”蓝图已经绘就，战鼓催人奋
进。昭通市在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
文章中，重点谋划推进农业、能源、交通、
生态、教育“五大强市”建设，推动昭通高
质量发展迈入全省“第一方阵”。

“我在昭通古城避暑旅居，穿行在这
座有着近 300 年历史的城市里，徜徉于
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西陡街、明清风格
的一条条老街，逛逛修缮完工的迟家大
院、广东会馆、陕西会馆、李氏家祠，沐浴
着习习凉风，早晚再到省耕国学文化公
园、元宝山城市体育公园、望海楼公园、
清官亭公园散步，到处都能看到健身锻
炼的市民，真为他们能生活在这座宜居
幸福的城市而高兴。”来自四川省成都市
的金先生夫妻俩对昭通古城居民的生活
羡慕不已。

作为中国南丝绸之路要冲，昭通市
是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因其悠久
的历史，以及地处滇、川、黔接合部和云
南北大门的区位优势，自古以来商贸繁
荣，文化璀璨，能人志士辈出。

如何保护好昭通古城历史文化，留
住城市“烟火气”、展示城市“老场景”、保
留城市“老味道”？结合市委五届六次全
会提出的“做大中心城市，建成常住人口
达 100万人大城市”的城市定位，2023年
以来，昭通市提出在 3 年内把昭通古城
打造成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5 年
内申报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目标。
围绕这一目标定位，昭通市划定了古城
恢复与保护的核心区，组建指挥部，下设
8 个专项工作组，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担任主要负责人，开展昭通古城保护

与整治规划、古城保护与提升控制性详
细规划、昭通古城道路交通综合管线文
物保护与利用 3个专项规划等。

“要继续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保护
为主、活化利用，严防把老的、古的，搞成
新的假文物、伪古董，形成传承、保护、利
用体系，让昭通古城成为昭通人民文化
自信的重要地方、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为
之自豪的地方，让昭通将来成为承载文
化传承的地方。”2024年 8月 6日，全省城
镇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昭通召开，会议对
昭通古城的保护修缮给予充分肯定。

2022 年，昭通市户籍人口达 633 万
人，常住人口达 494.9 万人，全市城镇建
成区达 140.39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40.50%。针对昭通城镇化水平低于全省
全国的实际，2023 年以来，围绕“力争到
2026 年，把昭通中心城市建设成为常住
人口达 100万、建成区面积达 100平方公
里的‘双百’大城市，以中心城市和县城
为带动，推动全市城镇化率逐年提升，到
2026年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的目标，昭通
市认真落实全省关于滇东北城镇群建设
的区域发展部署，坚持做大中心城市和
镇雄县城、做美金沙江沿岸县城、做优一
批城镇，城乡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更加凸显。昭鲁
大“一体化”城镇人口占全市城镇人口的
41%、经济规模占全市的 38%，昭鲁快捷

通道、昭洒公路改造投用，昭通古城、元
宝山城市体育公园、靖安滨河公园、利济
河美丽河道等多功能公共空间建成开
放，顺利完成靖安行政区划调整，中心城
市“一城三区”空间格局和“4+2”发展布
局基本形成。

城镇建设各具特色。镇雄县以勒镇
“陆港新城”和“书包上的城镇化”加快推
进，“冬游云南·旅居巧家”“金沙江畔·美
丽绥江”“多彩盐津·一线城市”“红色扎
西·胜利起点”“将军故里·天麻之乡”等
城市品牌频频“出圈”，水富市荣获“云南
省健康美丽文明智慧幸福县城”称号。

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昭通市建
成城市公园 83 个、完整社区 17 个、城市
生态廊道 102 公里，打造昭阳洒渔河流
域乡村振兴精品示范带等农文旅融合示
范项目 38个，城乡宜居宜业水平显著提
升。2024年，全市城镇化率达 44%左右，
近 3年来，全市城镇化率实现年均增长 2
个百分点，交出了一张城乡融合、宜居宜
业的答卷，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搭建了
重要载体。

在新的起点上，昭通市将牢固树立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按照做
大、做美、做优的总体思路，深入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三年行动，持续发展
壮大县域经济，全面提升中心城市引领
力、县城承载力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请习近平总书记放心，现在的新家
园很漂亮，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很舒
心，医保、养老保险等各种政策都很好。”
77岁的甘正芬不会忘记，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她和老伴住的救灾帐篷嘘寒问暖，温暖
的场景深深印在老人脑海里。如今，甘正
芬家增加了 14口人，儿子开了“椒林鸡火
锅店”，孙子带领 10多位乡亲成立运输公
司，业务从昭通扩展到东北三省，收入一
年比一年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截至2024
年，鲁甸县龙头山镇花椒种植面积从 2.8
万亩增加到 8.4 万亩，带动 1.77 万户 5.83
万人增收；核桃从 6.1万亩扩大到 10.3万
亩，年产值达 1.1亿元。特别是龙头山镇
建成的花椒产业带高标准基地，示范引领
全县 32 万亩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
4.12万户椒农18万余人增收。

1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省、市、县、镇
各级党委、政府和灾区各族干部群众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感恩奋进，
接续奋斗，取得了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
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乡村振兴
不断取得新成效，与灾前相比，经济社会
跨越30年。

“搬进新家后，我们用心装饰了一下，
准备和孩子们在新家过年。”镇雄县塘房
镇搬迁群众王庆超说，小区就在县城里，
旁边就是县人民医院，交通、超市各方面
配套很完善，新房子的户型设计也不错，
还有志愿者帮忙搬家具，各种服务很暖
心。春节临近，2024年镇雄“1·22”山体滑
坡灾后安置搬迁群众陆续搬新家。为妥
善安置受灾群众，镇雄县用 8个月时间在
县城建起总建筑面积 24.41万平方米、有
1344套安置房的安置小区。

“自 1月 10日交钥匙以来，目前已有
243户群众搬进新家，剩余的将在春节前
全部迁入新居。”昭通市镇雄县塘房镇镇
长袁超说。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
生活是头等大事。”为帮助受灾群众渡过
难关，2024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
深入镇雄，就受灾群众安置，多措并举发
展产业、促进就业、看病上学、新居建设等

情况现场调研、现场办公、督查督办。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

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摆脱了困扰昭通人民千百年的绝
对贫困问题，但昭通欠发达的市情尚未发
生根本性转变，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产业
支撑不强、城镇化水平不高、群众增收基
础不牢、风险防控任务艰巨。

在扎实做好“人”的文章中，昭通市始
终把促进群众增收作为巩固脱贫成果的
头等大事，突出抓好群众收入和劳动力返
乡监测、产业和就业支撑、扶贫资产盘活

“两监测两支撑一盘活”，牢牢守住了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交出了一张脱贫
巩固、群众增收的答卷。

群众收入保持快速增长。脱贫群众
收入增速连续 3年位列全省第一，2024年
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2%、增速位列全省第二，人均纯收入1万
元以下的脱贫户和监测户实现动态清零。

返贫致贫防线更加牢固。制定落实
“防贫保”“惠民保”“巨灾保”等政策措施，
有效防止3.86万户群众返贫致贫，累计消
除“三类对象”风险 4.13 万户 18.08 万人、
风险消除率达 72.1%，“两不愁三保障”质
效不断提升。

协作帮扶成效明显。东西部协作、定
点帮扶、“组团式”帮扶投入资金8.6亿元，
实施项目 337 个，366 名人才结对帮扶全
市 13所学校、13家医院、15个产业，形成
了“外力输血、自我造血、抱团活血”的生
动场景。

风正时济，自当破浪扬帆，任重道远，
还需策马扬鞭。2025年，是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云南 10周年，是脱贫巩固“五年过渡
期”和实施“十四五”规划“两个收官之
年”，做好今年的工作意义重大。昭通市
将坚持把促进群众增收作为头等大事，持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加
快提升教育医疗发展水平和“一老一小”
关爱服务质效，全力打造新时代“昭通印
象”，全面做实“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真
正让“在云南样样好、在昭通越来越好”成
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

云南日报记者 沈迅 通讯员 蔡侯友

坚持以资源换产业、园区聚产业、实体强产业，“五个千亿元级”现代产业

综合产值已突破3000 亿元，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巩固脱贫成果，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

有厚度，为昭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昭通苹果丰收。 通讯员 王秋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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