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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固本兴农惠民
云南农村平稳较快发展

赵德文　张　力　赵伟欣

２０１３年，既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又
是党中央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三农”问题，连续１０年以党中
央、国务院名义下发有关 “三农”问题一号文件的一年，也是云

南全面建设西部强省的关键之年，省委、省政府加快发展高原特

色农业的一年，更是新世纪以来我省经济发展较为复杂和严峻的

一年，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发展任务极为艰巨的一年。一年来，全

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中央

一号文件和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围绕 “科学发展、和

谐发展、跨越发展”及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

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目标，按照 “翻两番、增三倍、促跨

越、奔小康”的总体要求，围绕 “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

活力”的工作目标，以加快农业现代化、提升新型城镇化、创新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为重点，实施 “八大”工程，建设美丽乡

村，为实现云南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农村发展目标，

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大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高度重视招

商引资和企业培育，借力大项目走跨越发展的快车道；强化科技

研发支撑，实现高附加值的产业化发展；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夯实 “三农”加快发展条件；多措并举大力推进，着力破解

农民增收难题；稳定面积提高单产，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

给；努力改善农村民生，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着力深化改

革，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等工作重点，克服干旱、国际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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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滑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确保了全年农业农村工作积极向好

的方面发展，开创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良好局

面。农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农民收入快速

增长、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农民生活质

量稳步提升、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在以

强基固本兴农惠民为统领的２０１３年，云南农村发展仍然存在着
许多问题，如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势头受到扼制、农业发展基础薄

弱依然突出、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农村社会事业 “短板”问题仍

待破解、农民生活质量仍待提升、农村改革仍待深化等问题。展

望２０１４年云南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并作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美

丽乡村、进一步推进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等利好政策的助推下，全

省农业和农村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的发展态势。

一、２０１３年云南农村发展成效

（一）高原特色农业快速发展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全省高原特色农业推进大会在曲
靖召开，省委书记秦光荣在大会上明确提出：云南发展农业，就

是要打高原牌，走特色路。８月７日，省委常委会做出了 《关于

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充分利用云南地理优势

独特、气候优势突出、物种优势明显、开放优势巨大等条件，打

造在全国乃至世界有优势、有竞争力的绿色战略品牌，增强农业

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云南高原特色的农业现代

化道路；打响 “丰富多样、生态环保、安全优质、四季飘香”四

张名片；推进 “高原粮仓、特色经作、山地牧业、淡水渔业、高

效林业、开放农业”六大特色农业；集中发展粮食、烟草、蔗

糖、茶叶、咖啡、橡胶、果类、蔬菜、畜牧、蚕桑、花卉园艺、

生物制药、淡水渔业、木本油料、林下经济等一批特色优势产

业；推进特色产业向最适宜区集中，大力促进特色农业规模化经

营，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特色农业发展，着力优化高原特色农业区

域布局；重点推进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农产品加工推进、农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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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支撑能力提升、农产品品牌创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城乡流通服务体系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

能力提升 “八大行动”。 《关于加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决定》

的出台，有效地促进了全省农业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１特色农业优势产业进一步做强
据云南省农业厅提供的资料，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全省特色经

济作物种植面积４６４５万亩，同比增加１５９万亩，增长３５％。在
面积稳步增长的同时，主要优势特色经济作物产量和效益继续保

持稳定增加。其中，蔬菜面积１３００万亩，比上年增５２万亩，产
量达１９５０万吨，同比增长１６％。与此同时，全省蔬菜产业效益
显著。例如，仅红河州前三季度蔬菜总产值就达到 ２６６亿元，
同比增长２２２％，该州石屏县云龙绿色食品公司２０１３年二季度
销售收入达９０３０万元，同比增加３３０％。１～３季度水果面积同
比增１１６万亩，水果全年预计面积为５５０万亩，产量５５０万吨，
同比增长８％。由于特色、优质和节令等原因，价格不断提升。
滇中区域的樱桃、枇杷主要集中在３月下旬上市，价格较往年有
大幅度上涨，樱桃零售均价３０元／千克，比２０１２年上涨１００％，
枇杷零售均价２０元／千克，比上年上涨３４％。以文山、德宏、红
河、临沧、玉溪等热区为主的香蕉、菠萝价格与２０１２年相比稳
中略升。西瓜、草莓等水果价格也较往年具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茶叶截止到９月夏茶茶季结束，全省茶园面积５８５万亩，较２０１２
年增加５万亩，采摘面积４８２万亩，较２０１２年增加１０万亩，茶
叶总产量２５万吨，较２０１２年同期增长１５％，毛茶平均单价３０
元／千克，同比增长１５％。成品茶平均单价７０元／千克，同比增
长２０％。从鲜叶原料来看，我省茶产品台地茶占９５％，古树茶
占５％，古树茶成为２０１３年云茶销售中的一大亮点，深受省外茶
叶消费者的青睐，２０１３年古树茶价格较２０１２年普遍上涨２０％ ～
３０％，个别区域古树茶价格上涨５０％。预计全年茶叶总产量２８
万吨，茶农人均增收１５０元；１～３季度全省橡胶面积８４０万亩，
产量３５万吨，同比增为２万吨，增长６１％。预计全年产量４２
万吨，比２０１２年增加２２万吨，增长５５％。１～３季度，全省咖
啡种植面积１５０万亩，比上年增加１１５５万亩，增长８３４％。预
计全年咖啡产量１１万吨，比上年增加１８８万吨，增长２０６％。
２０１３年，国家下达我省烤烟收购计划１９６７４万担，比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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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收购量减少２０６３万担。截至９月３０日，全省共收购烤烟
１６４４７５万担，完成计划的８３６％。全省１～３季度油菜产量５８
万吨，同比增长３％，甘蔗产量２２７３７万吨，同比增长３％。
２农业装备水平进一步提升
２０１２年全省完成购机补贴资金４１亿元，带动农民和其他社

会组织投入发展农机化资金近 １５亿元。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
２８８０万千瓦，增长９６％，完成农机作业面积７６００万亩，增长
１３４％。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４１％，比２００７
年增长３６５％。在２０１２年的基础上，２０１３年农业装备水平又有
了实质性的进展。一是２０１２年冬２０１３年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任
务超额完成，累计完成投资１６１４４亿元，较上年增加１８３４亿
元，修复水毁工程３１９７８件，新修防渗渠道７３７１６千米，加固
堤防 ５９６２千米，新增灌溉面积 ９５５７万亩，完成计划的
１１９５％。二是前三季度，完成中低产田改造２９３５万亩，分别
占计划４０亿元、３００万亩的１０４％和９７８％。其中，农业部门投
资２４９亿元，完成中低产田地改造３５８８万亩，分别完成计划
的８５４％和８５２％。三是前三季度，完成低效林改造任务３５３万
亩，占年度任务的８８２％。四是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全线建成
通水，４７个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完成建设任务，完成水利投资
３００亿元；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强，２０１３年全
省坝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增加３１８８７万亩，坝区基本农田保护
率由６６３％提高到８１９％。
３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
２０１２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２６８００８亿元，农业增

加值达１６５４５６亿元，粮食总产量为１７４９１万吨，全省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５４１７元，全省肉类总产量为５８８万吨，禽蛋产量
为５２５万吨，奶类产量为７０万吨，生猪、肉牛、肉羊存栏分别
居全国第５位、第３位和第１１位，出栏分别居全国第９位、第７
位和第１０位；全省水产养殖面积达１８６万亩，水产品总产量达
６８万吨。

（１）农村经济总量明显提升。在２０１２年的基础上，２０１３年
前三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１６５３０５亿元，同比增长
５６％，其中，农业产值为８３０２２亿元，同比增长４１％，牧业
产值达到５６１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５０％，林业产值达到１５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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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７０％，渔业产值达到 ３９２０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４％，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７１７２亿元，同比增长８３％。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为９９０９２亿元，同比增长５０％，增幅比上半年
提高１９个百分点，比１～３季度全国增长３４％的水平高出了
１６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五位。

（２）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反馈结果：全
省２０１３年粮食总产量为１８２４万吨，比２０１２年增产７４９万吨，
增长４３％，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秋粮１５５７８万吨，比２０１２
年增产７７３万吨，增长５２％；早稻２５８万吨，比２０１２年增产
０７万吨，增长２７９％；夏粮２４０４万吨，比２０１２年减产３０８
万吨，减少１２６％。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新高的主要因素为：

一是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粮食生产投入增加，支持

力度前所未有。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省委、省政府先后在宣

威、石屏、临沧等地召开了现场办公会议，主要领导多次对农业

生产工作做出重要批示部署，实现了目标明确、责任到位。这些

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带动了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释

放，为粮食生产的大丰收起到了较大作用。

二是有利的气候条件为我省秋粮生长奠定了基础。据省气象

部门监测，２０１３年汛期全省平均累计降水量为８９２１毫米，较常
年少２５１毫米 （偏少２７％），为近５年中最多，属气候正常年
份。大春生产期间我省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水调匀，农作物

长势是近些年来最好的一年，为秋粮丰收创造了良好的自然

条件。

三是冬季农业开发和粮食高产创建，调动了农民种植粮食的

生产积极性。为利用我省冬季丰富的光热水土资源，连续多年创

新驱动云南冬季马铃薯产业发展，并作为冬农开发高原特色农业

的关键品牌打造、市场开拓，冬马铃薯现已成为冬季农业开发特

色优势重要作物。通过示范高产品种，集成组装配套高产栽培技

术，优化技术路线，高产创建示范片区成效显著，加之市场粮食

价格提高，有力地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四是惠农政策实，科技措施足。根据省财政厅数据，２０１３年
前三季度中央和省级财政已下达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支

农资金达６１２５亿元。惠农政策的落实到位，为粮食的稳产、增
产发挥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另外，云南高度重视科技增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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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广以高产创建、间套种、地膜覆盖、水稻精确定量栽培、

玉米 “三干”播种等为主的十大科技增粮措施。同时整合多方面

力量，按照技术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

接到人的要求，把良种、良法、规程、模式等集为一体，通过现

场观摩、田头指导、专家咨询等方式方法，让广大农民 “看到、

听到、问到、学到”增粮技术。据统计，中央和省级财政累计投

入科技增粮资金４亿多元，同时为确保高产创建收到实效，整合
了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的力量，共投入资金１３亿多元。投
入的增加，进一步稳定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单位：万吨）

图１　近几年云南粮食生产发展走势图

（３）林业生产形势较好。截止到２０１３年９月，全省完成造
林６２２５万亩，同比减少１０８％，其中，人工造林５４４８万亩，
新封山育林７７７万亩。天然林保护工程造林７０６２万亩，退耕
还林工程造林１２０６６万亩，防护林工程造林１６４１万亩。木本
油料基地２０２５万亩，其中核桃１５１万亩，油茶２５５万亩，澳洲
坚果２６万亩。低效林改造３２１万亩。２０１３年以来，经济林果市
场的需求增长，林产品产量、价格也呈不同增长，林产品价格一

路趋高，特别是林业特色产品，如用于园林绿化的苗木、木材产

品等价格普遍好于往年，林产品价格指数达到１１７％，为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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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林业产值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１～３季度全省林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６８％。

（４）畜牧业生产恢复增长。２０１３年以来，全省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狠抓惠农政策，规范生产与疫

病防控，强化重大项目管理，注重监测预警，正确引导生产，使

畜牧业生产有效克服了前期干旱、禽流感、养殖成本上升和猪价

持续下跌等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确保了畜牧业生产继续保持平

稳较快发展的势头。根据主要畜禽监测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３年前
三季度，我省猪牛羊禽肉总产量达到２２８７６万吨 （国家核定数，

下同），同比增长４９％，牛奶产量达３１２万吨，同比持平；禽
蛋产量１８１万吨，同比下降１６％。其主要特点为：

一是生猪生产平稳增长。根据主要畜禽监测结果显示，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全省生猪出栏２１６２１７万头，同比增长６６％；猪
肉产量１７３７７万吨，同比增长６０％。九月末生猪存栏２５３１７６
万头，同比增长７５％，其中能繁母猪存栏２７３２１万头，同比增
长５６％。从调研情况来看，养殖户对后期生产和市场价格仍持
乐观态度，补栏较为积极，这为后期生产的平稳增长奠定了

基础。

二是生猪价格止跌回升。２０１３年以来，我省生猪价格经历一
次由平稳上涨到持续下降的价格波动周期。据调查，２０１３年春节
过后，全省生猪价格持续下跌，生猪出栏价格从一季度的１５９
元／千克，下跌至４月份的１４元／千克，再降到５月底价格最低
时的１３５元／千克；进入６月份，生猪价格止跌并略有回升，随
后一直保持至７月份，进入８月以后连续７周上涨，进入９月受
中秋和十月国庆大假的拉动，生猪价格回升到１４６元／千克，涨
幅同比略有上升。仔猪价格也有明显的下降，从３月份价格最高
时的２４９元／千克下降到５月底的２２元／千克左右，进入６月份
价格连续小幅增长２周，７月又趋于平稳，进入９月份仍略有下
降，据监测数据反映现为２０６元／千克。

三是生猪养殖仍然亏损，但养殖收益有所回升。饲料成本和

人工成本上涨较快。据监测数据和调查反映，２０１３年年初的玉米
价格是２５元／千克，５月份的玉米价格是２７元／千克，同比上
涨７２％。进入８月份以后全省玉米平均价格达２６元／千克，同
比降低４３％。全省豆粕９月份平均价４３元／千克，较上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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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但同比上涨３９％，育肥猪配合饲料月平均价格３９元／
千克，虽然环比下降０３％，但同比上涨１４％。在饲料价格同
比上涨的同时，人工费用也大幅上涨，据监测调查反映，２０１１年
饲养员的工资还在８５０元／月左右，而２０１３年饲养员的工资已经
上涨到 １０００元／月以上，增长 １７７％，技术员的工资由 １２００
元／月上涨到１５００元／月，增长２５％，两项合计，人工费用平均
上涨２１３％。生猪养殖效益仍处于盈亏平衡点下 （理论上），养

殖户出现亏损 （我省的盈亏平衡点６２∶１）。但在猪价反弹的带
动下，以及人工和饲料成本上升对散户养殖收益影响不大的情况

下，生猪养殖收益也出现了回升迹象。据农业部门成本分析结果

显示，８月份全省生猪头均售价为１９９９９元，头均仔猪费用为
５６４６元，头均饲料费用为１２１４７元，头均防疫治疗费为３７６
元，在不计人工、水电、死亡损失等其他费用的情况下，养殖户

出栏每头肥猪毛利为１８３１元，毛利环比增加５２％。
四是牛、羊生产势头良好。根据主要畜禽监测调查结果显

示：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全省牛、羊存栏分别为 ８１６１０万头和
９８７２１万头，同比分别下降１５％和增长８８％。牛出栏１７８５８
万头，同比下降３２％，羊出栏５５１７２万头，同比增长６４％；
牛肉产量２２４１万吨、羊肉产量９４７万吨，同比分别增长４９％
和６５％。

五是家禽第三季度生产快速发展，但受禽流感的影响前三季

度同比仍为下降。根据主要畜禽监测调查初步结果显示：２０１３年
前三季度，全省家禽出栏数量同比下降２７８％，九月末家禽存栏
数量同比下降０５％，禽肉产量下降３０％。从总体上看，虽然
前三季度受上半年Ｈ７Ｎ９禽流感的影响，总体上我省禽类生产出
现了下降，但随着禽流感影响的解除，就第三季度单季看，禽类

生产已经止跌回升，存出栏均有较大的增长。

（５）渔业生产增长迅猛。２０１３年以来，云南突出优势，因
地制宜，因势利导，优化布局，大力发展高原特色淡水渔业。全

省已形成低热河谷电站库区及南部热区发展罗非鱼、滇东北和滇

西北冷凉水资源丰富地区发展鲟鱼、鳟鱼的出口水产品优势开发

区，滇中、滇西传统优势养殖区域满足 “菜篮子”供应的优质水

产品开发区，解决山区、半山区群众吃鱼难的稻田养鱼开发区和

以引进名特优品种与土著鱼类开发为重点的特色渔业开发区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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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布局。据云南省农业厅提供的数据，１～３季度水产品产量为５１
万吨，增长１５％，水产养殖面积１９５万亩，增长８６％。１～３季
度云南省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１４２％。

（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２０１３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决

策部署，围绕 “翻两番、增三倍、促跨越、奔小康”的奋斗目

标，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提质增收、加工增收、直销增收、务工

增收、流转增收、减灾增收、补贴增收，加之我省高原特色农业

发展效益进一步显现，２０１３年气象条件明显好于２０１２年等因素
的共同作用，使得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
入５１４０２元，同比增长１３７％，增速排全国第６位。
１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继续呈两位数增长
随着交通的改善、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农产业基地建设的推

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拓展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特别是就近务工渠道的进一步拓宽，务工工资水平的增长，带来

工资性收入显著增长。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达 １４８２７元，同比增长 ２６６％，在 ２０１２年同期同比增长
２０３％的基础上继续高速增长。

２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
由于外出打工人员寄带回家的收入增加，以及农村离退休养

老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性补贴的增加。

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全省农民人均转移性现金收入达３９６３元，同
比增长１４３％。
３家庭经营收入稳步增长
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惠民增收举措，较好的气象条件

及农产业基地建设有力地推进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２０１３
年农民出售玉米、花卉、林木、苗木以及茶叶等农产品的收入明

显增加，牧业收入在第三季度猪价回升、牛羊肉价格坚挺的支撑

下也稳步增长，加上农村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前三季度全省家

庭经营收入增长１０％，达３０８１５元。
４财产性收入同比处于下降区间
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基数较小，２０１３年实施住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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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改革后，城乡划分有较大变化，财产性收入的指标口径有

较大调整，使得财产性收入不完全可比。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财产性
收入为１８０元左右，同比下降１１％，降幅较上半年有所减少。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

２０１３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
工作部署和安排，扎实工作，全力推进全省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特别行动计划”，努力为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

人才支撑，确保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步推进。前三季度全省开

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约９０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９０％；新增
转移农村劳动力约７２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９０％。其中，全省
农业部门培训农村劳动力４７２万人，完成计划的９４４％，培训
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服务于农业；举办招聘会２５８场，完成
计划的８６％；提高新增转移就业２７５万人，完成计划的９１６％，
预计到１２月底，将会超额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培训人数将达
５４万人，转移就业达３２万人。采取的主要措施为：

一是抓资金落实，促目标早完成。２０１３年劳转办继续执行省
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和中央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项目。全

年省级安排项目资金２２００万元，比２０１２年早７０多天；中央阳
光工程项目资金４０００万元，比２０１２年早近一个月，为全年目标
任务的完成争取到时间上的优势。

二是抓就地转移，促就业数增加。紧紧结合大春生产后的农

闲时节，合理引导和安排农村劳动力在不误农活的前提下，组织

农民参加转移就业培训，在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重点工作的

基础上，重点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通过以奖代

补、以工代赈等方式，组织农民积极参加农村能源、水利、交

通、教育、文化、卫生、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

如农村沼气、“五小”水利、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低产田地改造、

烟水配套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中拓展就业空间。

三是抓创业培训，以创业带就业。在阳光工程实施中，结合

全省实际，按照 “农民自愿、分类办班、公平公正、突出实效”

的原则，开展种养大户、农机大户、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带头人创

业培训８００人，带动了各地的创业热情，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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