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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 保 护 和 治 理 并 举 夯 实 农 业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 着

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认真落实河（湖）长

制，九大高原湖泊水质总体平稳向好；扎实推进以长江

为重点的六大水系保护修复等“8个标志性战役”，2022

年云南省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65.04%，居全国前列，六大

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100%达标。深入开展国土山川绿

化、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

成一批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和“美丽县城”、美丽

乡村，城乡环境和面貌焕然一新。云南先后发布了《云

南省进一步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

年 ） 》 《 云 南 省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三 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18-2020年）》《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全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云南

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 》 等 一 系 列 政 策 措 施 ， 对 全 省 以 农 村 厕 所 革 命 、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 村 容 村 貌 等

方 面 为 重 点 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作 了 全 面 安 排 部 署 。

2019-2021年，云南省累计新建改建农村卫生户厕344.06

万座、累计新建改建农村卫生公厕15129座，实现每个行

政村所在地都有一座以上卫生公厕，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从2012年的31.4%提升至60.5%，提高29.1个百分点；

全省1198个乡（镇）、约12.7万个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治

理（或简易治理），覆盖率分别达98.4%和99.3%，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12]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达到30%，其中收集处理率10%，农村生活污水

日处理规模36.03万吨，受益户数143.63万户，受益人口

513.31万人；[13]129个县（市、区）历史性全部达到国家

卫生县城标准。[14]2022年，云南省创建乡村振兴示范乡

镇16个、精品村203个，[15]2018-2022年累计创建美丽村

庄4383个。[16]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在全国前列，成功举办

COP15会议和世界环境司法大会，亚洲象北上及返回之

旅温暖了全世界。统筹推进“九湖”流域种植业结构调

整、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点工作，推动农业清

洁生产，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推动农业高质量绿色

发展。2021年，云南省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38.4%，比

2015年提高18.4个百分点，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六连

减”，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45%，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

92.2%；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92.1%；废旧农膜回收率

82.9%，秸秆综合利用率88%，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0%，比“十三五”时期提升8.8个百分点。

四是农村改革稳定推进。云南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工作全面完成，共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2339亿元，

确 认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身 份 3 8 9 0 余 万 人 ， 发 放 股 权 证

590.99万本，已有91695个村组登记赋码成立了集体经济

组织。完成晋宁区7个乡（镇）254个村民小组2.23万户农

户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试点任务，有

效探索出继续延包、分户承包、互换承包、退出承包4种

路径，为后续改革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督促指导宜良

县、江川区、大理市稳步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全

省基本建立宅基地联审联管机制，乡（镇）宅基地审批

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全面加强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推

动扫黑除恶工作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重大成

果。持续深化平安云南建设，稳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讲活动。

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

党的十九大以来，云南乡村振兴虽然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任务依然

艰巨，城乡融合尚未破题，乡村产业振兴的困难和挑战

短期内难以解决，乡村各类人才严重不足，制度机制还不

健全，未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依然艰巨

一是脱贫人口和监测帮扶对象规模大。云南省建档

立卡脱贫人口186.6万户756.2万人，占全国脱贫人口的

10%，占全省农村人口的32%；纳入监测帮扶的三类重点

对象达89.82万人，占全国监测对象的15%左右。

二 是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的 难 度 较 大 。 云 南 特

殊的地理因素，生态环境脆弱，地震、山洪、泥石流、

滑坡、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易发多发，突发因素返贫

致贫风险较大。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抗风险能

力差，脱贫攻坚期间发展的乡村产业多为“短平快”产

业 ， 调 研 发 现 脱 贫 地 区 农 业 产 业 普 遍 生 产 水 平 粗 放 低

下、产业链短、发展效益不高；就业帮扶车间经营运行

问题突出、市场竞争力弱；脱贫劳动力普遍文化学历较

低、技能水平较弱，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占46%，

有技能的劳动力仅占6.6%，主要从事低技能、低收入行

业，转移就业岗位不稳定、收入较低。加上受近几年疫

情影响，产业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就业严重受限，要促进

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脱贫人口和监测帮扶

对象增收来源减少、部分群众收入水平下降，因病因学

致贫返贫风险增加。

（二）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困境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的 城 乡 关 系 演 进 和 乡 村 发 展 脉 络 表

明，乡村难以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全

面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云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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