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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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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引水

一、项目概况

滇中引水工程是从金沙江上游石鼓河段取水，末端至红河新

坡背结束，跨云南的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及红河 6 个

州（市）。一期以城镇生活与工业供水为主，兼顾农业和生态用

水，工程供水范围为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 6 个

州（市）的 35 个县（市、区），总面积 3.69 万平方公里，由水

源工程和输水总干渠两部分组成，设计引水量 34.03 亿立方米，

渠首设计引水流量 135 立方米每秒，输水线路总长 664.24 公里，

投资约 825.76 亿元。二期建设输水工程、提水工程、调蓄工程

三部分核心工程，包括：布置各级干支线 153 条，线路全长

1884.01 公里，最大设计流量 24 立方米每秒；布置 531 座输水

建筑物，设置提水泵站 52 座，利用 50 座水库在线或充蓄调节，

投资约 308.95 亿元。

二、工作目标

2026 年底建成通水。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和良辉 副省长

成 员：罗昭斌 省政府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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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刚 省水利厅厅长

胡朝碧 省滇中引水建管局局长

彭文华 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明聪 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水利厅、省滇中引水建管局。工作专

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滇中引水建管局办公室。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2020 年完成全部施工供电、进场道路建设，完成隧洞掘进

121.2 公里，其中主洞 70.7 公里，支洞 50.5 公里，完成投资 93

亿元。2021 年计划完成投资 130 亿元。2022 年计划完成投资 144

亿元。2023 年计划完成投资 122 亿元。2024 年计划完成投资 88

亿。2025 年计划完成投资 59 亿。2026 年计划完成投资 67 亿。

五、工作措施

（一）抓实项目调度。专班牵头部门要加强专班成员部门工

作统筹，紧盯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推进计划并向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报备。

专班在省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工作

推进节点，倒排工期，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建立月调度机制，

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台账式、清单化推进项目建设。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用地、审批等困难问题及征地拆迁、材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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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水电路气配套等要素保障，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提前介入、

加强指导、加大服务协调力度，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无法解决的，

要及时报请专班责任省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形成问题清单

提交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统一报请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或工

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做好信息报送。省水利厅、省滇中引水建管局主动和

项目实施单位衔接，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

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王云霄

0871-6311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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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昆高铁

一、项目概况

新建重庆至昆明高速铁路线路设计速度 350 公里/小时，双

线电气化铁路，运行高速动车组，全线正线全长 699.325 公里，

可研总投资 1416 亿元，其中云南段正线长度 388.582 公里，可

研总投资 873 亿元，项目先期开工段已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开

工，全线计划于 2020 年 10 月份开工。

二、工作目标

2025 年年底建成通车。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方铁路发

展局局长

杨国柱 省水利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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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高中建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真永 昭通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陈世禹 曲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新锦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铁路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渝昆高铁（云南段）开工工期。重点工程和重点隧道、

桥梁、路基工程 2020 年 9 月底前开工，其它隧道、桥梁和路基

工程结合实际有序开工，2020 年线下工程基本全部开工，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48.5 亿元。2023 年 5 月 1 日房建工程（含站房

工程）开工，2024 年 1 月 1 日四电工程开工。

（二）线下工程完成工期。隧道工程于 2024 年 8 月 31 日前

全部完成，路基工程 2023 年 5 月 30 日前全部完成，桥梁工程（含

连续梁、现浇箱梁、预制箱梁架设、桥面系施工）2024 年 2 月

28 日前全部完成。

（三）箱梁架设工期。2022 年 12 月 1 日开始架梁施工，2024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架梁施工。

（四）无砟轨道工期。2023 年 8 月 1 日开始无砟轨道施工，

2025 年 1 月 31 日前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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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长轨铺设工期。2024 年 10 月 1 日开始铺轨施工，2025

年 2 月 28 日前全部完成。

（六）房建工程（含站房工程）工期：2023 年 5 月 1 日开

工，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全部完成。

（七）四电工程工期：2024 年 1 月 1 日开工，2025 年 4 月

30 日前全部完成。

（八）联调联试及试运行工期：2025 年 7 月 1 日开始联合

调试工作，2025 年 12 月 20 日计划开通运营。

五、工作措施

（一）抓实项目调度。专班牵头部门要加强专班成员部门工

作统筹，紧盯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推进计划并向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报备。

专班在省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工作

推进节点，倒排工期，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建立月调度机制，

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台账式、清单化推进项目建设。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用地、审批等困难问题及征地拆迁、材料设

备、水电路气配套等要素保障，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提前介入、

加强指导、加大服务协调力度，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无法解决的，

要及时报请专班责任省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形成问题清单

提交省重大项目综合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统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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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或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做好信息报送。省交通运输厅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业

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于

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

人及电话：刘 华 0871-6311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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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磨铁路

一、项目概况

玉溪至磨憨铁路，国铁Ⅰ级电气化铁路，线路起自昆玉铁路

玉溪站，途经玉溪、普洱、西双版纳等市州，经磨憨口岸至中（国）

老（挝）边境，设计时速 160 公里/小时，总里程 508.5 公里，

可研总投资 516 亿元。其中，玉溪至景洪为双线，长 364.1 公里；

景洪至磨憨为单线，正长 144.4 公里。项目先期开工段 2015 年

12 月 31 日开工，全线 2016 年 5 月 20 日开工。

二、工作目标

2021 年年底建成通车。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

方铁路发展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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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柱 省水利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李朝伟 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李 荣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俊杰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张新锦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一乔 滇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铁路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2020 年 8 月底前完成桥梁工程；2020 年 12 月底前隧道工程

全部贯通，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100 亿元；2021 年 3 月前完成

架梁工程；2020 年 6 月 10 日开始铺架，2021 年 6 月 30 日完成，

确保 2021 年 7 月 1 日与磨万段连通；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

四电工程；2021年 9月 30日完成前站房工程（含生产生活房屋）；

静态验收、初步验收及安全评估 2021 年 12 月 25 日完成；2021

年底开通运营。

五、工作措施

（一）抓实项目调度。专班牵头部门要加强专班成员部门工

作统筹，紧盯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推进计划并向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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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班在省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工作

推进节点，倒排工期，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建立月调度机制，

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台账式、清单化推进项目建设。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用地、审批等困难问题及征地拆迁、材料设

备、水电路气配套等要素保障，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提前介入、

加强指导、加大服务协调力度，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无法解决的，

要及时报请专班责任省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形成问题清单

提交省重大项目综合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统一报

请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或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做好信息报送。省交通运输厅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业

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落实专人负责，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

公室。（联系人及电话：刘 华 0871-6311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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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全通”工程

一、项目概况

“十三五”期间，全省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通”工程计划实施

82 个项目 7186 公里（国高 15 个 1946 公里，地高 67 个 5240 公

里）。2016 年开工建设，截至 2019 年底，已建成通车 30个（37

段）2020 公里，全部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6010 亿元。

二、工作目标

2020 年底，全省高速公路建成 9000 公里以上，其中通车里

程达 8000 公里以上。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常务副省长

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陈 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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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陈 跃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杨国柱 省水利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高中建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真永 昭通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陈世禹 曲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朝伟 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王建雄 楚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江 楚 保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成武 红河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张 彦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李 荣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俊杰 西双版纳人民政府副州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木崇根 丽江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张 杰 怒江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蔡武成 迪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杨文章 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

下设办公室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建设处。



13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2020 年底，52个在建项目建成高速公路 3000 公里以上，年

度完成投资 3000 亿元以上。

五、工作措施

（一）抓实项目调度。专班牵头部门要加强专班成员部门工

作统筹，紧盯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推进计划并向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报备。

专班在省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工作

推进节点，倒排工期，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建立月调度机制，

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台账式、清单化推进项目建设。

（二）靠前协调服务。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用地、审批等困难问题及征地拆迁、材料设

备、水电路气配套等要素保障，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提前介入、

加强指导、加大服务协调力度，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无法解决的，

要及时报请专班责任省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形成问题清单

提交省重大项目综合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统一报

请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或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做好信息报送。专班牵头部门要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

（业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落实专人负责，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

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陈魁，6311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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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机场改扩建

一、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资 864亿元，其中：机场工程 695亿元，空管工程 33

亿元，供油工程 9亿元，航空公司基地工程 127亿元。

机场工程：新建东二、西二、西三 3条跑道；新建 T2航站楼及

S2卫星厅，总面积 85万平方米，新建 181个机位的站坪；新建 8

万平方米综合交通中心、39万平方米停车楼、11.1万平方米货运设

施、19.7万平方米的机务维修设施以及供电、供水等生产生活辅助

设施。

空管工程：新建西塔台，改造现有塔台；建设进近和区域管制

用房，配套建设相关训练设施。

供油工程：新建第二机场油库、航空加油站、综合业务用房，

敷设加油管线等。

航空公司基地工程：东航、祥鹏航空分别建设货运、航食、机

务维修、生产辅助设施等。

二、工作目标

2025年建成 T2航站楼。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常务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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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陈 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陆雪松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省地方民航发展局局长

杨国柱 省水利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高中建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姜文忠 云南机场集团副总裁

张夷峰 民航云南空管分局副局长

梅 文 中航油云南分公司党委书记

李景峰 东航云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孔祥瑜 云南祥鹏航空公司总裁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2020 年 11月立项获得批复；2021 年 10月可研报告获得批复；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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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月初步设计获得批复；力争 2020 年 12 月东二跑道箱涵

基础、T2航站楼桩基础等试验段工程开工建设；2023年建成东二

跑道；2025年建成 T2航站楼。

五、工作措施

（一）抓实项目调度。专班牵头部门要加强专班成员部门工

作统筹，紧盯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推进计划并向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报备。

专班在省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工作

推进节点，倒排工期，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建立月调度机制，

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台账式、清单化推进项目建设。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用地、审批等困难问题及征地拆迁、材料设

备、水电路气配套等要素保障，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提前介入、

加强指导、加大服务协调力度，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无法解决的，

要及时报请专班责任省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形成问题清单

提交省重大项目综合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统一报

请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或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做好信息报送。专班牵头部门要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

（业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落实专人负责，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

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太竞辉 6311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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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湖保护

一、项目概况

从 2017 年开始，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九大高原湖

泊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综合治理，实施滇池、洱海、抚仙湖、

程海、泸沽湖、杞麓湖、星云湖、阳宗海、异龙湖九大高原湖泊

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包括（不限于）污水收集及处理、垃

圾收集及处理、入湖河道生态治理、调水补水、湖滨缓冲带生态

修复与湿地建设、生态搬迁、资源循环化利用等工程，项目总投

资 677亿元。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 年，全省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保护与修护综合治

理工程累计完成投资不低于 677 亿元，新建污水管网 414 公里、

污水处理厂（62 万吨/日）、河道生态治理 445 公里，清淤 1998

万立方米、调水补水 2.3 亿立方米/年、湿地 914公顷、生态搬迁

（11752人）。通过实施九大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有效降低入湖污染负荷，确保九湖水质稳定并持续向好，从根本

上恢复九大高原湖泊流域水生态环境。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 和良辉 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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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 罗昭斌 省政府副秘书长

赵修春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何茜华 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普利锋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柳明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督查专员

左荣贵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杨国柱 省水利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省林草局副局长

赵学农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贺 彬 玉溪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罗荣旭 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李 琰 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王 斌 丽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水利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设在省水利厅河长（湖长）制工作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滇池：新建污水处理厂（40万吨/日），改扩建污水处

理厂（16万吨/日），新建调蓄池 21 座、污泥处理厂（700吨/天）、

垃圾焚烧发电厂（1600 吨/日）等，清淤 869 万立方米，完成 3

座湿地建设；项目投资 137 亿元，于 2020 年开工建设，预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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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2020 年—2025 年分年度预计累计完成

投资分别不低于 23 亿元、43 亿元、66亿元、91亿元、116亿元、

137 亿元。

（二）洱海：实施洱海主要入湖河道治理 156 公里、洱海补

水及置换（海稍水库扩建工程、桃源水库洱海补水工程、鲁地拉

水电站水资源工程，补水 1.66亿立方米），建设湿地 460.30 公顷、

生态廊道 156.08 公里、管网 29.92公里、11752人生态搬迁以及

垃圾收集处理、资源循环化利用等项目；项目投资 325 亿元，于

2018 年开工建设，预计建成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截至 2019 年

底完成投资 58 亿元，2020 年—2025 年分年度预计累计完成投资

分别不低于 105 亿元、209亿元、261亿元、284 亿元、306亿元、

325 亿元。

（三）抚仙湖：新建污水管网 12 公里、湿地 74.86 公顷、

护栏 6.1 公里、206个村民小组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等，造林 4347

亩。项目投资 24 亿元，于 2017 年开工建设，预计建成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截至 2019 年底完成投资 1 亿元，2020 年—2022

年分年度预计累计完成投资分别不低于 6 亿元、16 亿元、24 亿

元。

（四）程海：24 条入湖河道治理 119 公里，生态补水 6089

万立方米/年，47 个村落污水收集系统进行提升改造，新建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 1 万吨/日、垃圾热解场（300吨/天）、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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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公顷、村落垃圾收运及处理设施、污水管网雨污分流管网等；

项目投资 65 亿元，于 2020 年开工建设，预计建成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2020 年—2025 年分年度预计累计完成投资分别不低于

4 亿元、12 亿元、22 亿元、37亿元、52 亿元、65 亿元。

（五）泸沽湖：新建污水处理厂（1 万吨/日）、管网 112 公

里、湿地 180公顷、河道治理 29.14 公里、垃圾转运及处理设施

（55吨/日）；项目投资 66亿元，于 2019年开工建设，预计建成

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截至 2019 年底完成投资 2.8 亿元，2020

年—2025 年分年度预计累计完成投资分别不低于 5.8 亿元、10.8

亿元、18.8 亿元、30.8 亿元、46.8 亿元、66 亿元。

（六）杞麓湖：清淤 400万立方米，新建截污渠 22.32公里、

拦污栅 310 道、拦污池 310座、调蓄塘 18 座、回用泵站 21 座、

回用管网 21.45公里，实施入湖河道治理等项目；投资 10亿元，

于 2017 年开工建设，预计建成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截至 2019

年底完成投资 8 亿元，2020 年—2022 年分年度预计累计完成投

资分别不低于 9 亿元、9.8 亿元、10亿元。

（七）星云湖：清淤 729 万立方米，新建湿地 91.46公顷、

生态河道 12.29 公里、生态护岸 23.45 公里等。提质改造沿岸湿

地湖滨带 4442.55 亩；项目投资 29 亿元，于 2017 年开工建设，

预计建成时间为 2022 年 12月。截至 2019 年底完成投资 10.9 亿

元，2020 年—2022 年分年度预计累计完成投资分别不低于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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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23.9 亿元、29 亿元。

（八）阳宗海：实施河道治理 9.5 公里、小流域治理 41.45

公里、1.2 万亩河湖景观建设等项目，新建垃圾收集处理设施、

雨污分流管网，实现农村生活污水与雨水清污分流；项目投资

15 亿元，于 2020 年开工建设，预计建成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2020年—2025年分年度预计累计完成投资分别不低于 1.8亿元、

3.7 亿元、6.1 亿元、9.4 亿元、12.4 亿元、15 亿元。

五、工作措施

（一）抓实项目调度。专班牵头部门要加强专班成员部门工

作统筹，紧盯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推进计划并向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报备。

专班在省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工作

推进节点，倒排工期，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建立月调度机制，

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台账式、清单化推进项目建设

（九）异龙湖：改造污水厂（2 万吨/日），新建污水处理厂

（2.24万吨/日）、管网 216.6 公里、湿地 21.4 公顷、污泥处理（30 

吨/日），实施河道治理 43.2 公里、生态隔离带 1.04 平方公里、

生态沟渠 10.4 公里、湿地管护 533.4 公顷等；项目投资 5.7 亿元，

于 2020 年开工建设，预计建成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2020 年

—2022 年分年度预计累计完成投资分别不低于 2 亿元、4 亿元、

5.7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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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用地、审批等困难问题及征地拆迁、材料设

备、水电路气配套等要素保障，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提前介入、

加强指导、加大服务协调力度，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无法解决的，

要及时报请专班责任省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形成问题清单

提交省重大项目综合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统一报

请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或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做好信息报送。专班牵头部门要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

（业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落实专人负责，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

推进办公室。（郑睿 0871- 6311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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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医疗中心

一、项目概况

区域医疗中心由国家心血管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呼吸区域医

疗中心、曲靖区域医疗中心、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滇南区域医

疗中心、滇西区域医疗中心 6 个子项目构成。国家心血管病区域

医疗中心一期建设住院楼、医技楼、心脏病中心、国际部及配套

设施和设备购置，二期建设科研、公共卫生、培训交流、产业孵

化等板块及配套设施；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主要建设门诊医技

综合楼、住院部、教学科研用房及其他用房等；滇南区域医疗中

心设置肿瘤、心血管、儿科、妇产科、急重症等专科，购置配套

设备；曲靖区域医疗中心设置肿瘤、心血管、肛肠、肝胆科、骨

科等专科，购置配套设备；滇西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医疗业务用房、

科研及教学培训用房、地下停车库等，购置配套设备；滇东北区

域医疗中心设置呼吸、肿瘤、心血管、神经、创伤等专科，购置

配套设备。

二、工作目标

推进国家心血管区域医疗中心、曲靖区域医疗中心、滇东北

区域医疗中心、滇南区域医疗中心、滇西区域医疗中心 5 个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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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全面开工，加快建设进度，督促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尽快

开工建设，完成投资 314 亿元。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李玛琳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成 员：杨洪波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陈 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彭耀民 省政府副秘书长

杨 洋 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刘佳晨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马永福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郭大进 昭通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石松 曲靖市人民政府市长

罗 萍 红河州人民政府州长

杨国宗 大理州人民政府州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工作专

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卫生健康委健康产业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推动曲靖、滇东北、滇南、滇西区域医疗中心项目

2020 年 3 月底前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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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调解决项目用地、规划等前期工作，推进开工前各

项准备工作，推动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二期项目 2020 年

6 月底前开工建设，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 2020 年 9 月底前开

工建设。

（三）2022 年 12月底前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二期、

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滇东北区域医疗中心基本建设完成。

（四）2023 年 12月前滇南区域医疗中心基本建设完成。

（五）2024 年 12月底前曲靖区域医疗中心基本建设完成。

（六）2025 年 12月底前滇西区域医疗中心基本建设完成。

五、工作措施

（一）抓实项目调度。专班牵头部门要加强专班成员部门工

作统筹，紧盯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推进计划并向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报备。

专班在省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工作

推进节点，倒排工期，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建立月调度机制，

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台账式、清单化推进项目建设。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用地、审批等困难问题及征地拆迁、材料设

备、水电路气配套等要素保障，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提前介入、

加强指导、加大服务协调力度，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无法解决的，

要及时报请专班责任省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形成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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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省重大项目综合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统一报

请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或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做好信息报送。专班牵头部门要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

（业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落实专人负责，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

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王锐飞 0871-63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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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国家物流枢纽

一、项目概况

项目包含昆明陆港型、空港型、商贸型物流枢纽。陆港型物

流枢纽，以“宝象滇中现代绿色工业智能化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

为中心。空港型物流枢纽，以原昆钢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为基

础，转型建设昆明宝象临空国际产业园。商贸服务型物流枢纽，

以王家营片区现阶段物流资源整合提升为基础，促进王家营片区

物流用地集约化、物流业态规模化、物流功能协调高效化。

二、目标任务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区域性国际物流枢纽城市，成为服务

全省、承接国内、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云南省物流产业核心区，物

流业对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形成重要支撑，以公路、铁路、

航空、管道及水运为支撑的物流网络体系建设全面完成，全市物

流枢纽集聚效应大幅提高，物流企业服务水平大幅跃升，物流成

本大幅下降，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物流枢纽和国际供应链资源

配置中心，西南地区面向南亚东南亚最大的枢纽经济集群以及昆

明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重要引擎。

三、工作专班成员

责任领导：宗国英 常务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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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 副省长

成 员：杨洪波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陈 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蒋兴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

蒲丽合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赵海波 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

周 宗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张惟建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余蜀昆 省商务厅副厅长

荣蓉省 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徐自忠 昆明海关副关长

张 斌 昆明市常务副市长

李 刚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

曾卫东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树雄 云南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志文 云南能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蒋兴祥 云南建投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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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工作专班下

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明确昆明国家物流枢纽发展总体发展思路。2020 年 6

月开展《昆明国家物流枢纽的项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梳理确

定昆明国家物流枢纽发展总体定位、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和综合

配套设施建设需求。

2021 年 1 月底前指导枢纽所在地人民政府及运营主体开展

编制《昆明陆港型、空港型、商贸型国家物流枢纽集疏运体系规

划》工作，整合各类型物流枢纽发展思路，明确规划方案和用地

规模。确定昆明国家物流枢纽补短板建设项目，协调解决项目用

地、规划等前期工作，开展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

（二）2023 年 1 月前开展陆港型、空港型、商贸型国家物流

枢纽集疏运体系规划和建设工作。重点推动宝象滇中现代绿色工

业智能化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昆钢本部搬迁重点配套项目）、

安宁南亚国际陆港、昆明宝象临空国际产业园、昆明综合保税区

（空港片区）、王家营宝象物流中心等 11 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或

进行改扩建。

（三）推进昆明国家物流枢纽项目建设。2023 年 12 月前基

本建成昆明商贸型国家物流枢纽基本建设完成，2024 年 12 月前

基本建成年昆明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基本完成。2025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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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基本建成昆明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总体上形成功能联动、

设施联通、功能齐备的昆明国家物流枢纽。

五、工作措施

（一）抓实项目调度。专班牵头部门要加强专班成员部门工

作统筹，紧盯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推进计划并向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报备。

专班在省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工作

推进节点，倒排工期，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建立月调度机制，

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台账式、清单化推进项目建设。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用地、审批等困难问题及征地拆迁、材料设

备、水电路气配套等要素保障，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提前介入、

加强指导、加大服务协调力度，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无法解决的，

要及时报请专班责任省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形成问题清单

提交省重大项目综合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统一报

请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或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做好信息报送。专班牵头部门要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

（业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落实专人负责，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

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杨芳早 0871-6311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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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东德送电

一、项目概况

乌东德电站送电广东广西特高压多端直流示范工程，途径

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建设±800千伏、800万千瓦

换流站 1 座及配套接地极极址和线路 36 公里，直流线路约 246

公里。总投资 243 亿元。

二、工作目标

云南至广东 2020 年 8 月形成送电能力、2021 年 6 月全部

投产。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常务副省长

成 员：陈 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王正英 省能源局局长

张春红 省能源局副局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张 斌 昆明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钟 玉 曲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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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兵 超高压公司昆明局党委书记

陈 洋 超高压公司曲靖局副局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能源局。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设在省能源局电力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2020 年 4 月 30 日昆北站极址具备带电条件；

2020年 5月 30日乌东德电站送电工程直流线路及昆北站接

地极线路具备带电条件，力争具备系统调试条件；

2020 年 8 月 30 日昆北—龙门双极低端具备送电能力；

2020 年 12月 30 日昆北—龙门两端双极高端建成投产。

五、工作措施

（一）抓实项目调度。专班牵头部门要加强专班成员部门工

作统筹，紧盯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推进计划并向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报备。

专班在省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工作

推进节点，倒排工期，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建立月调度机制，

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台账式、清单化推进项目建设。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用地、审批等困难问题及征地拆迁、材料设

备、水电路气配套等要素保障，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提前介入、

加强指导、加大服务协调力度，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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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报请专班责任省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形成问题清单

提交省重大项目综合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统一报

请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或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做好信息报送。专班牵头部门要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

（业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落实专人负责，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

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臧秋圆 0871-63113667）



34

大瑞铁路

一、项目概况

大理至瑞丽铁路，国铁Ⅰ级电气化铁路，设计时速 140 公里

/小时，线路全长 330km。2007 年可研批复投资 147亿元，2014

年调增至 257亿元。项目分大理至保山、保山至瑞丽两段实施，

大保段线路全长 133 公里，2008 年 6 月开工；保瑞段线路全长

197 公里，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进口和怒江特大桥 2014 年 7

月先期开工，其余工程 2015 年 12月开工。

二、工作目标

大保段 2021 年 12 月 31 日开通，保瑞段 2023 年 12 月 31日

开通。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

方铁路发展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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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柱 省水利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字德海 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江 楚 保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张新锦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 敏 云桂铁路云南公司总经理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铁路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大保段。大保段路基工程和桥梁工程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隧道工程除秀岭、大坡岭、杉阳隧道在 2020 年 12 月

贯通，其余隧道在 2020 年 6 月 30日前贯通；铺架工程 2020 年

9 月 1 日开始施工，2021 年 7 月 30 日轨道铺通；四电工程和站

房工程 2020 年 6 月 1 日开始施工，2021 年 10 月 30日完成；静

态验收 2021 年 7 月 1 日开始，2021 年 11月 30日完成；初步验

收及安全评估 2021 年 12 月 1 日开始，2021 年 12 月 30 日完成；

年底开通运营。

（二）保瑞段。路基工程和桥梁工程 2020 年年底前完成；

隧道工程保山隧道、三台山隧道 2021年贯通，高黎贡山隧道 2023

年 3 月 30日贯通；铺架工程 2020 年 11月 1 日开始施工，2023

年 7 月 30日轨道铺通；静态验收、初步验收及安全评估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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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0日完成；年底开通运营。

大瑞铁路 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20 亿元。

五、工作措施

（一）抓实项目调度。专班牵头部门要加强专班成员部门工

作统筹，紧盯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制定项目年度工作推进计划并向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报备。

专班在省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工作

推进节点，倒排工期，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建立月调度机制，

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台账式、清单化推进项目建设。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资金、用地、审批等困难问题及征地拆迁、材料设

备、水电路气配套等要素保障，根据部门职能职责，提前介入、

加强指导、加大服务协调力度，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无法解决的，

要及时报请专班责任省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形成问题清单

提交省重大项目综合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综合协调办公室统一报

请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或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做好信息报送。专班牵头部门要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

（业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落实专人负责，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

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刘 华 0871-6311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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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开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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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丽高铁

一、项目概况

昆明—大理—丽江高铁，设计时速 350 公里/小时以上，线

路全长 429.9 公里，项目投资预估算 1120.94 亿元，计划 2022 年

开工建设，预计 2026 年建成。

二、工作目标

力争 2021 年开工建设昆丽高铁试验段，争取 2022 年昆丽高

铁全线开工建设（大丽段视大丽攀铁路进展情况统筹推进）。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常务副省长

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杨洪波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发展

改革委主任

陈 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赵永平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董保同 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张岩松 省财政厅厅长

刘佳晨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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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华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马永福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邱 江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刘 刚 省水利厅厅长

任治忠 省林草局局长

王喜良 昆明市人民政府市长

迟中华 楚雄州人民政府州长

杨国宗 大理州人民政府州长

郑 艺 丽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

方铁路发展局局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

班下设办公室，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基础处。

项目完成可研审批后，由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完成后续工作。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2020年 6月 15日前完成昆丽高铁可研编制政府采购。

（责任人：周民欣）

（二）2020 年 12月 30 日前完成可研咨询评审。（责任人：

周民欣）

（三）鉴于该项目未纳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将项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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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际铁路网规划，按城际铁路建设模式推进有关工作。全力推

进滇中城际铁路网规划报批事宜，争取 2020 年 11月 30 日前取

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责任人：周民欣）

（四）2021 年 3 月 31日前完成用地预审、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规划选址，以及社会投资人的招商引资工作。（责任人：周

民欣）

（五）2021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可研审批。（责任人：周民

欣）

（六）2021 年 10 月底前完成初步设计批复，12 月底前完成

施工图审查。（责任人：王勇）

（七）2022 年 3 月底前实现开工建设。（责任人：王勇）

五、工作措施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相关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推进“昆丽高铁”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

迫性，按照工作推进节点，紧盯重点，从严、从实、从细组织好

相关工作。本项目牵头责任部门是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

对项目推进负主要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确保

项目各项前期工作顺利推进。具体责任人负责项目推进的跟踪、

服务和协调工作，督促、指导、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落实前期工作

手续。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制定本部门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倒排工作时间，落实责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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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责任人，加快推进工作进度，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成员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工作

推进，责任省领导要定期召开例会，听取情况、安排部署、督促

工作落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动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省发

展改革委要主动服务，形成推动项目落实的强大合力，每月至少

召开一次项目推进研讨会议，研究项目工作进展情况，并协调解

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涉及多个部门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牵头

组织召开会议，重要问题及时报请责任省领导统筹协调。

（三）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

交通运输部等国家部委汇报衔接，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研

究确定项目实施主体，组建昆丽高铁综合咨询专家组、规范标准

专家组、工程技术专家组，为项目全生命周期保驾护航。指导参

与配合设计单位、科研机构、车辆制造厂商开展高速列车运行试

验。同步开展关键技术、工程建设、车辆设备、运营维护课题研

究。

（四）精准做好项目调度和信息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及

时掌握项目推进情况和动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

话：刘 华 0871-6311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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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第二机场

一、项目概况

建设昆明第二国际机场可有效对长水机场省内航线进行分

流，发挥区域机场群协同效应，显著提升机场备降能力，释放昆

明长水机场时刻，进一步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有力支撑昆明国际

航空枢纽建设。

二、工作目标

鉴于该项目未纳入国家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昆明第二机

场 2021 年争取按 4C 级民用支线运输机场先行开工建设，预留

4F 级枢纽或干线机场条件，争取“十五五”期间形成昆明航空双

枢纽格局。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常务副省长

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陈 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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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陆雪松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

方民航发展局局长

杨国柱 省水利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李朝伟 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王建雄 楚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

班下设办公室，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基础处，

项目完成可研报批后，由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完成后续工作。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2020 年 7 月底前获得中央军委关于新建楚雄机场军

地协议的审核意见，2020 年 10 月底前获得中央军委关于新建玉

溪机场军地协议的审核意见。（责任人：周民欣）

（二）鉴于该项目未纳入国家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争取

2020 年 12 月底前按程序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送上述支线机场

立项请示。（责任人：周民欣）

（四）争取 2021 年 7 月底前取得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楚

雄机场立项。（责任人：周民欣）

（五）持续跟踪国家相关规划编制情况，协调推动国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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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昆明第二机场项目纳入相关规划。（责任人：周民欣）

（六）视 2021 年昆明第二机场项目纳入国家规划情况，我

省组织军民航有关方面开展滇中区域军民航机场布局规划和空

域问题论证，及时释放滇中区域民用机场空域，有效满足昆明第

二机场空域需求，科学论证确定昆明第二机场预选场址。（责任

人：周民欣）

（七）结合既有支线机场可研编制上报工作，对选定的昆明

第二机场场址按照 4F 级枢纽或干线机场发展目标，合理确定支

线机场建设方案和最优建设标高，确保昆明第二机场近远期建设

无缝衔接。（责任人：周民欣）

（八）协调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2 年 6 月底前批复预留

干线机场发展条件的支线机场可研报告。（责任人：周民欣）

（九）2022 年 10月底前取得机场总体规划、初步设计批复，

2022 年 12 月底完成施工图审查，实现开工建设。（责任人：陆

雪松、周民欣）

五、工作措施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相关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推进“昆明第二机场”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

和紧迫性，按照工作推进节点，紧盯重点，从严、从实、从细组

织好相关工作。项目可研报告批复前的责任部门是省发展改革

委，项目可研报告批复后的责任部门是省交通运输厅，分别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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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推进负主要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确保项目

各项前期工作顺利推进。具体责任人负责项目推进的跟踪、服务

和协调工作，督促、指导、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落实前期工作手续。

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制定本部门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倒排工作时间，落实责任部门和责

任人，加快推进工作进度，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成员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工作

推进，责任省领导要定期召开例会，听取情况、安排部署、督促

工作落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动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省发

展改革委要主动服务，形成推动项目落实的强大合力，每月至少

召开一次项目推进研讨会议，研究项目工作进展情况，并协调解

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涉及多个部门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牵头

组织召开会议，重要问题及时报请责任省领导统筹协调。

（三）加强汇报衔接。争取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中

国民航局等国家部委及空军的支持，力争 2021 年底前将规划建

设昆明第二机场事项纳入国务院批准的有关规划，尽快落实国家

上位规划的支撑，有力保障项目合规高效推进。

（四）精准做好项目调度和信息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及

时掌握项目推进情况和动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

话：太竞辉 0871-6311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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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边铁路

一、项目概况

猴桥至防城港沿边铁路云南段，新建线路全长 1087 公里，

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腾冲至芒市至临沧至普洱段、蒙

自至文山至富宁段，长 695公里，估算投资 931.5 亿元，计划 2021

年开工建设，2028 年建成；二期建设其他路段。建设标准视需

求情况及建设模式确定。

二、目标任务

力争 2021 年开工建设蒙自至文山段，视推进情况接续开工

建设腾冲至芒市至临沧至普洱段、文山至富宁至百色段。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常务副省长

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陈 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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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

方铁路发展局局长

胡 荣 省水利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江 楚 保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成武 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张 彦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李 荣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杨文章 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新锦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副总经理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

班下设办公室，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基础处。

项目完成可研报批后，由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完成后续工作。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蒙自至富宁段

1.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出具预可研审查意见，11 月 30 日前

完成可研评审，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用地预审、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规划选址，2021 年 4 月 31 日前完成可研批复。（责任

人：周民欣、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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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初设，9 月 30 日前完成初设审查，

10 月 30日前完成环评水保，11月 10 日前完成初设批复，12 月

15日前完成施工图审查，12月 30日前具备先期段开工建设条件。

（责任人：王勇 ）

2.为解决蒙文段与既有铁路联通成网、加快形成文山州沿边

运输通道，暂按地方主导建设模式推进文山至富宁至百色段建设

有关工作。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及文山州

政府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对接富宁至百色

铁路规划建设有关事宜，并争取就建设模式、按境内分段审批等

达成一致意见。（责任人：周民欣、王勇）

(二)腾冲至普洱段

争取纳入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按路地合资建设模式

努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同时，充分利用我省已开展的项目可研

成果，研究吸引社会资本、地方主导建设。请沿线地方政府积极

配合开展相关工作。（责任人：周民欣、王勇）

五、工作措施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相关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推进“沿边铁路”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

迫性，按照工作推进节点，紧盯重点，从严、从实、从细组织好

相关工作。本项目牵头责任部门是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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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推进负主要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确保

项目各项前期工作顺利推进。具体责任人负责项目推进的跟踪、

服务和协调工作，督促、指导、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落实前期工作

手续。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制定本部门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倒排工作时间，落实责任部

门和责任人，加快推进工作进度，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成员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工作

推进，责任省领导要定期召开例会，听取情况、安排部署、督促

工作落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动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省发

展改革委要主动服务，形成推动项目落实的强大合力，每月至少

召开一次项目推进研讨会议，研究项目工作进展情况，并协调解

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涉及多个部门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牵头

组织召开会议，重要问题及时报请责任省领导统筹协调。

（三）加强与国铁集团的汇报衔接，准确掌握审批动态。采

取专人盯办、专人跟办、专人推办的方式，争取国铁集团加快联

合审批进度。

（四）精准做好项目调度和信息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及

时掌握项目推进情况和动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

话：刘 华 0871-6311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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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工程

一、项目概况

按照全力推动“滇中崛起”、全力提升“沿边开放”、大力推进

“滇西一体化”的思路，“十四五”期，以“滇中加密、沿边拉通、

滇西循环、互联互通”为原则，实施县域高速互联互通工程，形

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覆盖广泛、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网，

实现高速公路覆盖云南国土空间布局、经济布局、产业布局。互

联互通”工程实施完成后，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为 1.7215 万

公里。全省 127 个县（市、区）通高速公路（福贡、贡山除外）；

滇中城市群 49 个县（市、区）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县域 3 个以

上高速公路出入口。

二、目标任务

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 78 个 6024 公里、总投资 10241亿元。

其中，国高 888 公里、投资 1510 亿元；省高 5136 公里、投资

8731 亿元。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常务副省长

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陈 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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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陈 跃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胡 荣 省水利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高中建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世禹 曲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真永 昭通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李朝伟 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江 楚 保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建雄 楚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李成武 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张 彦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李 荣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俊杰 版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字德海 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木崇根 丽江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张 杰 怒江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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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章 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工作专

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2020 年开工建设大姚至永仁、紫红坝至大寨、新平

至戛洒、勐腊至勐满等 18 个项目 802 公里。2020 年 7 月 31 日

前完成工可批复，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初设批复，2020 年

10月 31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2020年 12月 31前实现开工建设。

（责任人：周民欣、陈跃）

（二）2021 年开工建设南涧至云县、峨山至石屏至红河、

大理至攀枝花、泸西至丘北至广南至富宁等 18个项目 1559公里。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工可批复，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初

设批复，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2021 年 12 月

31 前实现开工建设。（责任人：周民欣、陈跃）

（三）2022 年开工建设勐海至打洛、泸沽湖至香格里拉、

G85 功山至小铺、禄劝至皎平渡等 14 个项目 1303 公里。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工可批复，2022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初设批

复，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2022 年 12 月 31 前

实现开工建设。（责任人：周民欣、陈跃）

（四）2023 年开工建设嘎洒至者东、G60 贵州盘州至曲靖、

G8511玉溪至墨江、师宗至丘北等 11个项目 777公里；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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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前完成工可批复，2023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初设批复，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2023 年 12 月 31 前实现

开工建设（责任人：周民欣、陈跃）

（五）2024 年开工建设河口至马关、马关至西畴、西畴至

富宁、大理（弥渡）至昌宁等 10 个项目 805公里；2024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工可批复，2024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初设批复，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2024 年 12 月 31 前实现开工

建设。（责任人：周民欣、陈跃）

（六）2025 年开工建设香格里拉至隔界河、云龙至泸水、

云南（会泽）至贵州（威宁）、宣威至会泽等 7 个项目 778公里。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工可批复，2025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初

设批复，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2025 年 12 月

31 前实现开工建设（责任人：周民欣、陈跃）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相关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推进“互联互通工程”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

和紧迫性，按照工作推进节点，紧盯重点，从严、从实、从细组

织好相关工作。本项目牵头责任部门是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交通运输厅是“互联互通”国高网项目的责任主体，各州

市人民政府是“互联互通”工程省高网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分别

对项目推进负主要责任，需明确具体责任人，专人负责项目推进

的日常协调和服务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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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现场，实地了解项目进展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全力

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工作专班各成员部门及单位要切实履行责

任，制定本部门及单位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任务

分工，倒排工作时间，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加快推进工作进

度，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成员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互联

互通工程工作推进，责任省领导要定期召开例会，听取情况、安

排部署、督促工作落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

大问题。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要主动服务，形成推动项

目落实的强大合力，每月至少一次项目推进研讨会议，研究项目

工作进展情况，并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涉及多个部门

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牵头组织召开会议，重要问题及时报请责任

省领导统筹协调。

（三）精准做好项目调度和信息报送。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督

促、指导、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落实前期工作手续，及时掌握推进

情况和动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

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陈魁

0871-6311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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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城际铁路

一、项目概况

滇中城市群城际铁路由昆明至武定至元谋城际铁路（192公

里）、昆明至石林至陆良至罗平城际铁路（185 公里）、曲靖至会

泽城际铁路（73 公里）及昆明至丽江高速铁路（429.9 公里）组

成。由于昆明至丽江高速铁路里程长，且采用最新的高速磁悬浮

制式，投资大，技术难度大，协调工作量大，故单独制定工作推

进方案，本方案中“滇中城市群城际铁路”不含昆明至丽江高速铁

路。除昆明至丽江高速铁路外，滇中城市群城际铁路“十四五”

建设规模约 450 公里，总投资约 815 亿元。

二、工作目标

力争 2020 年内滇中城市群城际铁路网规划取得国家发展改

革委批复，2021 年起视推进情况分段开工建设。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常务副省长

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陈 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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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方

铁路发展局局长

杨国柱 省水利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高中建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世禹 曲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朝伟 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王建雄 楚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李成武 红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张新锦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

班下设办公室，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基础处。

项目完成可研报批后，由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完成后续工作。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城际铁路网规划修编

2020 年 3 月 10 日前启动规划修编招标工作，6 月 30 日前组

织对规划成果开展咨询审查。积极与国家铁路局汇报衔接，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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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前取得行业审查意见；7 月 15 日前完成环境影响评价

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并及时对社会公示，9 月 30 日

前取得生态环境部规划环评审查意见。（责任人：周民欣、兰骏）

（二）城际铁路网规划报批

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将规划文件报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

争取 11月 30日前取得批复。（责任人：周民欣）

（三）启动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可研招标工作，9 月 30 日前完成可

研编制及专家咨询评估工作。待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批复

后，向国铁集团报送接轨方案，力争 12 月 30 日前取得接轨方案

审查意见。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首段开工建设（责任人：

周民欣、王勇）

五、工作措施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相关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推进“滇中城际铁路”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

和紧迫性，按照工作推进节点，紧盯重点，从严、从实、从细组

织好相关工作。本项目牵头责任部门是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

输厅，对项目推进负主要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确保项目各项前期工作顺利推进。具体责任人负责项目推进的跟

踪、服务和协调工作，督促、指导、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落实前期

工作手续。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制定本部门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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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倒排工作时间，落实责

任部门和责任人，加快推进工作进度，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成员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工作

推进，责任省领导要定期召开例会，听取情况、安排部署、督促

工作落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动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省发

展改革委要主动服务，形成推动项目落实的强大合力，每月至少

召开一次项目推进研讨会议，研究项目工作进展情况，并协调解

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涉及多个部门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牵头

组织召开会议，重要问题及时报请责任省领导统筹协调。

（三）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国家铁路局、

国铁集团等国家部委、企业的汇报衔接，准确掌握审批（查）动

态。采取专人盯办、专人跟办、专人推办的方式，争取国家加快

审批（查）。重新整合省铁路投资公司和省城际轨道公司为项目

实施主体推进项目建设。

（四）精准做好项目调度和信息报送。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及

时掌握项目推进情况和动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

话：刘华 0871-6311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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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滇西旅游环线

一、项目概况

实施大滇西旅游环线综合开发，既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重

要实践，也是推动云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全新定义云南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的示范工程。西北环线沿大

理、丽江、迪庆、怒江、保山、德宏，西南环线沿昆明、玉溪、

红河、普洱、西双版纳、临沧、楚雄，打造“8 字形”3200 公里大

环线。

二、目标任务

西北环线：交通方面包括新建香格里拉至泸沽湖、云龙至永

平至昌宁、丽江至维西、弥渡至巍山、古城至宁蒗高速公路共计

690 公里，新建保山至六库铁路（94 公里）、丽江老君山全景观

光列车环线（117 公里），新建大理、丽江、瑞丽城市轨道交通

线路约 156 公里，新建怒江民用机场。文化旅游方面包括保山、

大理、德宏、丽江、怒江、迪庆 6 个州市的 42 个项目，新建、

改扩建 6 个州（市）观景平台、旅游厕所、游客服务中心、停车

场、应急救援点、旅游营地、指挥终端、步道及服务区、旅游公

路及其他附属设施。新建文物保护利用项目、艺术文化和非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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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心、博物馆及歌舞剧院。建设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旅游营

地、半山酒店、户外休闲运动产品等，同时全面完成大滇西旅游

环线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西南环线：具体路线方案暂未确定。

三、工作专班

（一）交通基础设施方面

责任领导：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民欣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王云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陈 跃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江 楚 保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字德海 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木崇根 丽江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张 杰 怒江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蔡武成 迪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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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忠 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文化和旅游方面

责任领导：陈 舜 副省长

成 员：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赵修春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高正文 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

王云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张惟建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陆晓龙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孙 炯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李文才 省林草局副局长

赵 宁 省通信管理局巡视员

宋光兴 保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泽鹏 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木崇根 丽江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丁秀花 怒江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杨正义 迪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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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

专班下设两个办公室，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

厅；文化和旅游方面办公室设在省文化和旅游厅。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西北环线

1.交通基础设施：

公路方面：

古城至宁蒗高速。工可已批复，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初

设批复，2021 年 10 月 31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2021 年 12 月 31

前实现项目开工。（责任人：周民欣、陈跃）

泸沽湖至香格里拉、云龙至永平高速。2022 年 7 月 31 日前

完成工可批复，2022 年 9 月 30 日前初设批复，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2022 年 12 月 31 前实现项目开工。（责

任人：周民欣、陈跃）

永平至昌宁、玉龙县雄古至维西高速。2023 年 7 月 31 日前

完成工可批复，2023 年 9 月 30 日前初设批复，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2023 年 12 月 31 前实现项目开工。（责

任人：周民欣、陈跃）

弥渡至巍山高速。2024 年 7 月 31日前完成工可批复，2024

年 9月 30日前初设批复，2024年 10月 31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

2024 年 12 月 31 前实现项目开工。（责任人：周民欣、陈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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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方面：

保山至六库铁路。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争取与国铁集团就

建设具体事宜达成一致，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争取纳入国铁集

团勘查设计计划，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争取国家批复可行性研

究报告，2023 年底前争取项目开工建设。（责任人：周民欣、王

勇）

丽江老君山全景观光列车环线。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项目立项工作，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和初步设计，2022 年 12月 31 日前实现开工建设。（责任人：

周民欣、王勇）

新建大理、丽江、瑞丽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批复丽江城市综合轨道交通项目一期工程（1 号线）初步设

计，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丽江城市综合轨道交通项目一期

工程（1 号线）开工建设并完成大理、瑞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立

项工作，2021 年 12 月 31 前批复大理、瑞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工建设大理、瑞丽城

市轨道交通项目。（责任人：周民欣、王勇）

机场方面：

大滇西旅游环线机场方面建设怒江民用运输机场。2020 年 9

月 30 日前获得立项批复，2021 年 3 月 31 日前获得可研报告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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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2021 年 12 月 31日前实现项目开工建设。（责任人：周民欣、

陆雪松）

2.文化旅游方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大滇西旅游环线总体规划、大滇

西旅游环线户外旅游发展专项规划、大滇西旅游环线旅游营地发

展专项规划、大滇西旅游环线特色旅游小镇建设专项规划编制。

加快落实旅游营地、精品酒店（旅游民宿）、户外休闲运动、特

色小镇、度假区五大类新产品新业态项目的推进实施。力争重点

开工建设一批示范旅游营地、精品酒店、旅游民宿、户外休闲运

动产品。2021-2027 年完成大环线及相关小环线的交通骨架建设

和提升改造，建设一批具备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旅游营地、精

品酒店、旅游民宿、户外休闲运动产品、特色小镇、度假区，同

时全面完成大滇西旅游环线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和旅游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把大滇西旅游环线打造成为生物多样、生态优美、文

旅融合、路景一体、智慧友好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旅游胜地。

（二）西南环线。具体建设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将按照后续

具体路线方案推进。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相关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推进“大滇西旅游环线”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

性和紧迫性，按照工作推进节点，紧盯重点，从严、从实、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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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好相关工作。本项目牵头责任部门是省交通运输厅和省文化

和旅游厅，分别对项目基础设施和文化旅游方面推进负责任，省

交通运输厅是大滇西旅游环线国高网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各州

市人民政府是大滇西旅游环线省高网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主要

领导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确保项目各项前期工作顺利推进。

具体责任人负责项目推进的跟踪、服务和协调工作，督促、指导、

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落实前期工作手续。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切实履

行责任，制定本部门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

工，倒排工作时间，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加快推进工作进度，

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成员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工作

推进，责任省领导要定期召开例会，听取情况、安排部署、督促

工作落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动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省交

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要主动服务，形成推动项目落实的强

大合力，每月至少召开一次项目推进研讨会议，研究项目工作进

展情况，并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涉及多个部门且难以

解决的问题，牵头组织召开会议，重要问题及时报请责任省领导

统筹协调。

（三）精准做好项目调度和信息报送。省交通运输厅、省文

化和旅游厅分别负责掌握项目推进情况和动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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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联系人及电话：基础处 陈魁 0871-63113657 ，社会处 万

丹青 0871-631136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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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边高速

一、项目概况

云南沿边高速公路起于泸水，经腾冲、梁河、盈江、陇川、

瑞丽、芒市、镇康、耿马、沧源、西盟、孟连、勐海、景洪、勐

醒、江城、绿春、元阳、蔓耗、河口、马关、西畴，止于富宁。

规划里程共计 1802 公里（其中，待建 1127 公里）。沿边高速公

路串联沿边 8 个州市 25个县，联通猴桥、瑞丽、清水河、打洛、

磨憨、河口、天保等口岸国家高速公路通道，云南省沿边高速是

中国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与周边国

家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对云南具有十分重要

的战略意义，是保障国家安全，稳定边疆的迫切需要；是贯彻落

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是对国家高速公路网补充和完

善的强烈需要。

二、目标任务

着力解决沿边地区公路等级总体偏低、连接不畅等问题，补

齐干线、增加支线，在加快推动瑞丽—孟连、勐醒—江城—绿春

等沿边高速公路项目的基础上，实施孟连—勐海、河口—马关等

中长期沿边高速公路项目，实现沿边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推动沿

边开放经济带发展，进一步巩固国防和边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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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王显刚 副省长

成 员：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兰 骏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陈 跃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杨国柱 省水利厅副厅长

夏留常 省林草局副局长

江 楚 保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成武 红河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张 彦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李 荣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俊杰 版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张 杰 怒江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杨文章 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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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能通全通”工程中沿边高速项目。勐醒至江城至绿春

高速，项目前期工作已全部完成，项目工可、初设、施工图已批

复。计划 2020 年 6 月开工，2024 年建成。瑞丽至孟连高速，项

目前期工作已全部完成，项目工可、初设已批复。计划 2020 年

12 月开工，2024 年建成。（责任人：周民欣、陈跃）

（二）“互联互通”工程中沿边高速项目。孟连至勐海高速，

计划 2021 年开工，2021 年 7 月 31 前完成工可批复，2021 年 9

月 30日前完成初设批复，2021年 10月 31日前完成施工图批复，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开工建设；河口至马关、马关至西畴、

西畴至富宁高速，计划 2024 年开工，2024 年 7 月 31 前完成工

可批复，2024 年 9 月 30日前完成初设批复，2024 年 10 月 31 日

前完成施工图批复，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开工建设。（责任

人：周民欣、陈跃）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相关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推进“互联互通工程”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

和紧迫性，按照工作推进节点，紧盯重点，从严、从实、从细组

织好相关工作。本项目牵头责任部门是省交通运输厅，对项目推

进负主要责任，需明确具体责任人，专人负责项目推进的日常协

调和服务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深入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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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实地了解项目进展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全力做好跟踪

服务工作。工作专班各成员部门及单位要切实履行责任，制定本

部门及单位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倒排

工作时间，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加快推进工作进度，确保各

项任务按时完成。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成员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互联

互通工程工作推进，责任省领导要定期召开例会，听取情况、安

排部署、督促工作落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

大问题。省交通运输厅要主动服务，形成推动项目落实的强大合

力，每月至少一次项目推进研讨会议，研究项目工作进展情况，

并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涉及多个部门且难以解决的问

题，牵头组织召开会议，重要问题及时报请责任省领导统筹协调。

（三）精准做好项目调度和信息报送。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督

促、指导、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落实前期工作手续，及时掌握推进

情况和动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

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陈魁

0871-6311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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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网和智能电网

一、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资 600亿元，由中越电力联网（国内段）、中老电

力联网、中缅（仰光）电力联网、中老泰电力联网、中缅孟电力

联网、缅北水电回送项目组成。同时，利用电网数字化、智能化，

突出“数字化”和“绿色”理念，构建云南省现代能源体系的核心支

撑，推动云南绿色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方面，重点开展

数字化电网建设，加快“云大物移智链”和 5G 技术在电网的应用；

绿色方面，突出清洁能源高效消纳利用，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

的电力交换枢纽。

二、目标任务

实施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电力联网项目，实现我省与越南、

老挝、缅甸更高等级电力联网，是我省参与和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形成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能源

枢纽，促进区域内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将

云南绿色能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服务并引领云南

辐射中心建设；加快区域电力一体化进程，密切中老、中越、中

缅联系，推动形成区域能源利益共同体，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同

时，以滇中城市群为重点，推进数字化绿色智能电网建设，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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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网示范区建设。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成 员：陈 明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国资委主任

乔国新 省能源局副局长

张春红 省能源局副局长

朱丹惟 南网云南国际公司总经理

刘静萍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其他成员单位：各州（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

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商务厅、

省外办、省市场监管局、省林草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昆明海

关，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南方

电网云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保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农垦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能源局，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设在省能源局电力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跨境电网项目

1.中越电力联网项目。争取 2020 年 12 月 31 日签署项目框

架协议（HOA）并完成可研等工作，争取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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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开工建设，力争 2023 年投运。（责任人：乔国新）

2.中缅电力联网项目。第一阶段 230 千伏木姐送电项目，计

划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可研并提交缅方；在缅方将项目缅甸

段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前授予中方工作组实施的前提下，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开工建设。第二阶段仰光 500 千伏联网项目，计划

2020 年 7 月 31日前完成可研并提交缅方，争取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开工建设。（责任人：乔国新）

3.中老电力联网项目。2020 年 10月 31 日前完成可研、合资

公司组建、PPA签署和项目核准等工作，12 月 31日前实现开工

建设。（责任人：乔国新）

4.中老泰电力联网项目。争取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确定电

力联网方案并启动可研，力争 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可研、

PPA签署和项目核准等工作,12 月 31 日前实现开工建设。（责任

人：乔国新）

5.中缅孟电力联网项目。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确定电力联网

方案、交割电价等关键边界条件并启动可研，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可研、PPA签署和项目核准等工作,12 月 31日前实现开

工建设。（责任人：乔国新）

6.缅北水电回送项目。积极推动国家重启缅北水电合作开

发，力争取得突破。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研究制定缅北水电回

送方案，结合缅北水电开发适时推进电力回送项目建设，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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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第一批水电回送。（责任人：乔国新）

（二）智能电网项目

五、工作要

2020年 6月 30日前完成昆明全市综合性智能电网示范区专

项规划工作；全力推进维西县新时代农村智能电网示范建设，力

争 2020 年底取得实效；加快推进玉溪市、大理核心区、自贸区

智能电网示范区建设，“十四五”期间建成。（责任人：张春红）

求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成员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工作

推进，责任省领导要定期召开例会，听取情况、安排部署、督促

工作落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动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省发

展改革委要主动服务，形成推动项目落实的强大合力，每月至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相关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推进“跨境电网和智能电网”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必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工作推进节点，紧盯重点，从严、从实、

从细组织好相关工作。本项目牵头责任部门是省能源局，对项目

推进负主要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确保项目各

项前期工作顺利推进。具体责任人负责项目推进的跟踪、服务和

协调工作，督促、指导、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落实前期工作手续。

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制定本部门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倒排工作时间，落实责任部门和责

任人，加快推进工作进度，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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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一次项目推进研讨会议，研究项目工作进展情况，并协调解

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涉及多个部门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牵头

组织召开会议，重要问题及时报请责任省领导统筹协调。

（三）精准做好项目调度和信息报送。省能源局负责及时掌

握项目推进情况和动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

将项目推进情况报综合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

臧秋圆 0871-6311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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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网络全覆盖

一、项目概况

“十四五”期间，实现全省所有州市、县区 5G 网络全覆盖。

全省建设 5G 基站 20 万个；部署 5G 独立组网，完成 5G 组网从

NSA 到 SA 平稳平滑演进。推进 5G 应用与特色小镇、美丽县城

深度融合。深化“5G+智能制造、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智慧政

务、数字应急、智慧交通、智慧旅游、工业互联网”等民生服务

和社会治理 5G 应用。大力发展 4K/8K 超高清视频、AR/VR 沉

浸式体验、云游戏、融媒体等新娱乐方式。将 5G 技术广泛应用

在身份证明、消费、旅游、交通、住宿、购物等“刷脸就行”领域。

在昆明、红河、德宏重点开展“5G+跨境电商、智慧物流、智能

制造”等领域融合创新。项目估算总投资 500 亿元。

二、目标任务

截至“十四五”末，全省建成 20 万个基站，成为全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实现 5G 技术在各行业领域的广

泛应用，推动 5G 产业深度发展，推进 5G 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深度融合，助推“数字云南”建设。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董 华 副省长



77

成 员：杨洪波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黄小荣 省政府副秘书长

聂里宁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赵 宁 省通信管理局巡视员

其他成员单位：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广电局、省林草局、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医保局、省政务服务管理局、昆明海关、省

通信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昆明市人民政府、昭

通市人民政府、曲靖市人民政府、玉溪市人民政府、保山市人民

政府、楚雄州人民政府、红河州人民政府、文山州人民政府、普

洱市人民政府、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大理州人民政府、德宏州

人民政府、丽江市人民政府、怒江州人民政府、迪庆州人民政府、

临沧市人民政府、中国电信云南分公司、中国移动云南公司、中

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中国铁塔云南省分公司、云南省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云南广播电视台。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省

发展改革委（省数字经济局），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在省通信管

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资源和基础设施

处，配合协调推进 5G+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5G 与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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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创新应用场景落地。省发展改革委数字经济项目管理处，综

合协调 5G 基础设施建设及应用发展。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基础设施建设

2020 年 12月 31 日前，启动 5G 独立组网和 5G 基站规模部

署，加快推进 5G 独立组网建设，基本完成独立组网的 5G 核心

网建设工作，实现 5G 正式商用。优选具备建设条件的特色小镇、

重点文化和旅游区域及服务场所等，实现 5G 连续覆盖。全年建

设 1.8 万个 5G 基站，基本实现地市级城市区域 5G 连续覆盖。

城市建设和村镇、集镇建设应当配套设置 5G 基础设施规划。

（责任人：杨洪波、聂里宁、赵宁）

2021 年：推动 5G 连续覆盖项目实施，实现县城及各类行业

领域连续覆盖，支撑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应用。5G 基站达到 5.6

万个。（责任人：杨洪波、聂里宁、赵宁）

2022 至 2023 年：全面实现 5G 独立组网，提高 5G 网络智

能调度能力，向全社会各行业提供基于切片技术的各类应用支

撑。推动 5G 网络进一步延伸。5G 基站力争达到 15万个，实现

乡镇及以上城区实现网络连续覆盖。（责任人：杨洪波、聂里宁、

赵宁）

2024 至 2025 年：推动 5G 网络进一步延伸和提高承载能力，

实现 5G 网络灵活调度。全省 5G 基站突破 20万个，成为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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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关键基础设施。（责任人：杨洪波、聂里宁、赵宁）

（二）应用产业发展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5G 应用项目前期工作，根据

5G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目标，形成“十四五”期间 5G 应用项目建设

的具体方案，明确阶段目标、时间节点。（责任人：杨洪波、聂

里宁、赵宁）

2021 至 2023 年：1.在特色小镇、美丽县城领域。特色小镇

实现 5G 转 Wifi、5G+高清直播、5G+AR/VR、5G+无人游览车、

5G+精准导航、5G+无人机巡检及安防等至少 3 项 5G 应用。推

动文化遗产的数字转化，深化 5G 在数字文化展馆等场景中的应

用。实现 5G 在美丽县城的覆盖，完善县城公共服务配套水平，

促进城市管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责任人：杨洪波、

聂里宁、赵宁）

2.在 5G+智能制造、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智慧政务、数字

应急、智慧交通、智慧旅游领域。围绕烟草、有色金属等优势特

色行业，以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为切口，在昆钢、云南白药、

云天化等重点制造企业中，积极推广基于 5G 网络部署推广工业

传感器、生产设备实时监控等应用。利用 5G 切实提高区域影像、

病理、心电中心的诊疗能力，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

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等省重点医院实现远程会诊、手术现场直播

等，提升医疗诊断能力。基于 5G 网络建设智慧教育云平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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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重点高校及各州市重点中小学、职业

学校和培训机构等的优质资源面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进行推

送，发展远程智慧教育，实现教育资源的远程分配。依托“一部

手机办事通”平台，搭建 5G 专网，以移动终端 App 为主要载体，

辅以网站、自助服务终端等渠道，为市民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

智能、便捷的各类公共服务。通过 5G 高速大容量的连接，针对

普洱澜沧铅矿、昆明西山智慧消防等试点地区、场景，建设以图

传系统、移动指挥系统网络节点等组成的全省应急通信网络，支

撑面向指挥决策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承载监测预警、监管执法、

辅助指挥决策、救援实战和社会动员等关键应用。在昆明至大理

至丽江、昆明至磨憨、昆明机场高速等区域打造 5G 智慧服务区，

整合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企业服务性数据资源，提供智慧加油、

智慧充电、智慧零售等便捷服务。在海埂大坝、翠湖片区、石林

景区等 4A 级以上景区和大滇西旅游环线等重点区域，利用 5G

网络推广虚拟旅游产品，扩大 3D 美景欣赏、游客互动交流等虚

拟旅游消费，向游客提供景区人流量、交通拥堵预警、灾害预警、

线路推送、消费引导、便捷在线投诉等应用服务。（责任人：杨

洪波、聂里宁、赵宁）

3.在新娱乐方式领域。加大培育引进掌握 5G 产业核心技术、

对 5G 产业链上下游具有拉动作用的龙头企业，探索打造特色小

镇、重点景区的 5G 8K VR 直播、AR 实景讲解等 5G 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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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应用。在长水机场、各州市重点区域、重点人流聚集区等进

行快速分析、精准定位，打造机动、立体安防体系。在云南广播

电视台、云南广电网络集团公司及州市试点地区利用 5G 开展智

慧化采、编、播，实现智慧生产；利用 5G 开展高清、超高清

（4K/8K）传输及应用，实现智慧化传播；借助 5G 技术推动广

播电视智慧化监管；利用 5G 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全面拓展和提

升广播电视智慧化服务。（责任人：杨洪波、聂里宁、赵宁）

4.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充分利用 5G，在公共交通、景区

景点、餐饮购物等场所实行刷脸工程，推广刷脸入园、刷脸支付

等应用。将“人脸”作为信息实名制的核心，在政府办事、信用奖

惩等领域开展试点应用，进一步提供智能化、便利化的政务服务。

（责任人：杨洪波、聂里宁、赵宁）

5.在跨境电商、智慧物流领域。利用 5G 技术，在云南自由

贸易示范区、昆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两个综合保税区等

地开展信息共享、金融服务、智能物流、数据应用、企业信用、

风险防控体系和通关服务。基于 5G 大带宽传输，以苏宁云商昆

明物流基地等智慧物流产业园为试点，实现仓储物流的精准控

制、物流追踪、无人配送等应用。（责任人：杨洪波、聂里宁、

赵宁）

2024 年：针对各领域推广试点成功经验，全面推进 5G 与各

行业的深度融合工作。（责任人：杨洪波、聂里宁、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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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推动 5G 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

中，5G 产业对全省经济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基础设施完善、行

业应用创新、示范项目落地、产业集聚发展的发展新模式基本形

成。在 5G 应用项目建设过程中，坚持国家安全观，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进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在 5G 核心网、5G 应用产业

中的使用，推进运营商业务支撑平台、各类业务系统与信息技术

应用创新的融合，提升通信基础设施的安全自主等级。（责任人：

杨洪波、聂里宁、赵宁）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省通信管理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等相关部门加强组织协调，全面推进 5G 网络建

设及应用落地。指导督促基础电信企业确保建设进度，按时完成

建设目标。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共同推动应用建设工作有序开展。

建立工作联系机制，保证沟通交流及时。

（二）明确责任分工。基础电信企业要充分发挥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主力军作用，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做实具体应用项目推进计

划，明确工作目标，细化任务分工，倒排工期时间，确保任务完

成。

（三）强化项目调度。各电信企业、有关州市、省直部门要

加强项目落地推进工作，自 2020 年 7 月起每月 25 日前将工作进

展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数字经济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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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数字经济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通信管理局负责督促、指导、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落实前期工作

手续；省发展改革委（数字经济局）牵头形成工作推进情况和动

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于每月 2 日前形成工作情况报综合

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和晓健 0871-63119732）。

（四）抓好监督检查。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数字经济局）适时对各地 5G 网络建设推进情

况进行督查检查，通报存在问题，督促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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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联运物流网

一、项目概况

项目以昆明国家物流枢纽为中心，红河（河口）、西双版纳

（磨憨）、德宏（瑞丽）三个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作为支点，

四大通道为支撑（1.昆明-大理-瑞丽；2.昆明-普洱-磨憨；3.昆明-

曲靖/昭通；4.昆明-弥勒/蒙自-河口、昆明-开远-文山/砚山-富宁），

构建“一中心、三支点、四通道”的多式联运物流网主体架构，形

成北向成渝经济区、南向粤港澳大湾区与北部湾经济区、东向长

三角地区、西向西藏自治区的国内多式联运物流网，打通连接中

缅、中越、中老泰、孟中印缅的国际多式联运物流网，全面融入

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为连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辐射南亚东

南亚奠定坚实基础。

二、目标任务

到 2035 年，在建成昆明国家物流枢纽的基础上，全面建成

红河（河口）、西双版纳（磨憨）、德宏（瑞丽）三大陆上边境口

岸型国家物流枢纽，重点打通昆明-大理-瑞丽、昆明-普洱-磨憨、

昆明-曲靖/昭通、昆明-弥勒/蒙自-河口（昆明-开远-文山/砚山-

富宁）四大物流通道，全面形成“一中心、三支点、四通道”的多

式联运物流网，将云南省建设成为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陆海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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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国际战略支点、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枢纽门户，为“一带一路”

倡议、“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孟中印缅”、“中国-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提供有效支撑。

三、工作专班

责任领导：宗国英 常务副省长

张国华 副省长

成 员：杨洪波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蒋兴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

蒲丽合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赵海波 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

周 宗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张惟建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余蜀昆 省商务厅副厅长

荣 蓉 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徐自忠 昆明海关副关长

张 斌 昆明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钟 玉 曲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真永 昭通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赵克义 楚雄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邹子卿 大理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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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春强 保山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李成武 红河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马云峰 德宏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贺 勇 文山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李朝伟 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胡国云 普洱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傅 希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常务副

州长

李 刚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董事长

曾卫东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李树雄 云南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廖志文 云南能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蒋兴祥 云南建投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工作专班下

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经贸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一）多式联运物流网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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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谋划多式联运物流网空间布局。依据“一中心、三支点、

四通道”多式联运物流网络建设目标，对接《云南省物流枢纽布

局和建设规划（2019-2035年）》（云发改经贸〔2019〕908号）“一

核一带三翼”物流枢纽体系，由工作专班统筹编制《云南省多式

联运物流网总体规划》，明确云南省多式联运物流网总体定位及

空间布局，形成以通道为引领、以枢纽为核心的空间布局合理、

互相衔接高效、辐射带动地域广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体系。

2.红河（河口）、西双版纳（磨憨）、德宏（瑞丽）三大陆上

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按照《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

规划》（发改经贸〔2018〕 1886 号）对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

流枢纽功能定位要求和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技术指引

要求，由相关州市人民政府明确三个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

纽总体定位、项目选址、主体企业、空间布局、功能分区、综合

交通配套等内容，提出三个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用地规

模、建设项目、运营业务等内容。

3.昆明-大理-瑞丽、昆明-普洱-磨憨、昆明-曲靖/昭通、昆明

-弥勒/蒙自-河口（昆明-开远-文山/砚山-富宁）四大物流通道建

设。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重点推进昆明-

大理-瑞丽核心通道建设，充分利用瑞丽、猴桥、清水河直接连

通缅甸皎漂港的独特优势，打通云南-皎漂西南向出海口，形成

利用陆路沟通印度洋最为便捷的出海通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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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战略延伸。依托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云南辐射中心战略，

重点推进昆明-普洱-磨憨、昆明-曲靖/昭通、昆明-弥勒/蒙自-河

口三大支撑通道建设。依据云南省重点产业布局，重点推进昆明

-开远-文山/砚山-富宁辅助通道建设，支撑千亿绿色水电铝产业

基地等重点产业集群。

4.云南省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依据“一中心、三支点、四通

道”多式联运物流网络建设目标，聚焦红河（河口）、西双版纳（磨

憨）、德宏（瑞丽）三个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昆

明-大理-瑞丽、昆明-普洱-磨憨、昆明-曲靖/昭通、昆明-弥勒/蒙

自-河口（昆明-开远-文山/砚山-富宁）四大物流通道建设，提出

云南省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一揽子重点项目，包括推进干线铁路建

设、公路运输网络建设、多式联运货运场站建设、内河港口及内

陆无水港建设，推进枢纽间多式联运功能联动，加强与北部湾港、

皎漂港等海港联动，实现与周边国家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

5.国际多式联运品牌培育。基于云南省中亚班列开行基础，

由省政府牵头，大力培育中越、中老、中老泰等国际多式联运品

牌，实现常态化运行。深化国际通关合作，全面推进跨境直达运

输、跨境多式联运、国际航空航线，加强国际运输规则衔接，实

现铁路等跨境运输标准与规范协调。大力开行集装箱班列，加强

铁路运输企业与港口、物流园区、大型工矿企业、物流企业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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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构建门到门接取送达网络，提供全程物流服务。

6.多式联运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基于云南省多式联运关键共

性技术攻关的实际需求，由省科学技术厅牵头，推动全省物流龙

头企业与高校产学研合作，开展云南省多式联运关键共性技术攻

关，重点包括多式联运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搭建技术、多式联运标

准构建技术、多式联运一体化运输组织优化技术等内容。

（二）工作时间节点

1.2020 年：启动《云南省多式联运物流网总体规划》。分阶

段启动《云南省多式联运物流网总体规划》。其中：2020 年 6 月

前启动昆明-曲靖/昭通、昆明-弥勒/蒙自-河口、昆明-开远-文山/

砚山-富宁多式联运通道总体规划；2020 年 9 月前启动昆明-大理

-瑞丽、昆明-普洱-磨憨多式联运通道总体规划；2020 年 12 月前

完成红河（河口）、西双版纳（磨憨）、德宏（瑞丽）三个陆上边

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总体规划。（责任人：杨洪波、余蜀昆）

2.2025 年：完成昆明-大理-瑞丽、昆明-普洱-磨憨、昆明-曲

靖/昭通、昆明-弥勒/蒙自-河口（昆明-开远-文山/砚山-富宁）四

大物流通道建设及综合交通体系配套建设。聚焦昆明-大理-瑞

丽、昆明-普洱-磨憨、昆明-曲靖/昭通、昆明-弥勒/蒙自-河口（昆

明-开远-文山/砚山-富宁）四大物流通道建设，实施一批干线运

输通道扩能改造项目，提升通道铁路运输能力，完善公路运输网

络，提前规划设计空地联运基础设施。针对物流量较大，运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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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紧张的铁路物流通道，研究建设双层集装箱运输通道。（责任

人：杨洪波、余蜀昆）

3.2035 年：完成红河（河口）、西双版纳（磨憨）、德宏（瑞

丽）三个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聚焦红河（河口）、

西双版纳（磨憨）、德宏（瑞丽）三个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确定一批重点物流枢纽改造、迁建、新建项目，完善

物流枢纽功能，加强物流枢纽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强枢纽间多式

联运功能联动，全面形成云南省“一中心、三支点、四通道”多式

联运物流网络，促进通道物流经济集聚，形成较为成熟的枢纽经

济发展模式，打破区域发展边界、降低物流成本，推动我省现代

物流业与“世界一流三张牌”、其他重点产业高度融合发展。（责

任人：杨洪波、余蜀昆）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扎实推进相关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推进“多式联运物流网”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

性和紧迫性，按照工作推进节点，紧盯重点，从严、从实、从细

组织好相关工作。本项目牵头责任部门是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

厅，对项目推进负主要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确保项目各项前期工作顺利推进。具体责任人负责项目推进的跟

踪、服务和协调工作，督促、指导、协调相关单位推动落实前期

工作手续。专班各成员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明确工作目标，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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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任务分工，倒排工作时间，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加快推进

工作进度，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

（二）加强统筹协调。专班成员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工作

推进，责任省领导要定期召开例会，听取情况、安排部署、督促

工作落实，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动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省发

展改革委要主动服务，形成推动项目落实的强大合力，每月至少

召开一次项目推进研讨会议，研究项目工作进展情况，并协调解

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涉及多个部门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牵头

组织召开会议，重要问题及时报请责任省领导统筹协调。

（三）精准做好项目调度和信息报送。省发展改革委商省商

务厅，及时掌握项目推进情况和动态信息，自 2020 年 7 月起，

于每月 2 日前将项目推进情况报协调服务推进办公室（联系人及

电话：杨芳早 0871-63113992）。


	（九）乌东德电站送电工程···························31
	（二）昆明第二机场·····························42
	（四）“互联互通”工程·····························50
	（六）大滇西旅游环线··································59
	（八）跨境电网和智能电网······························71
	（十）多式联运物流网·································84
	滇中引水
	渝昆高铁
	一、项目概况
	二、工作目标
	三、工作专班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陈真永   昭通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陈世禹   曲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铁路处。

	四、工作内容及时间节点
	玉磨铁路
	一、项目概况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
	         方铁路发展局局长
	              李  荣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刘俊杰   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铁路处。

	“能通全通”工程
	一、项目概况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陈  跃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张  彦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李  荣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昆明机场改扩建
	一、项目概况
	九湖保护
	区域医疗中心
	一、项目概况
	              彭耀民   省政府副秘书长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卫生健康委健康产业处。

	昆明国家物流枢纽
	一、项目概况
	余蜀昆　省商务厅副厅长
	李树雄  云南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志文  云南能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三）做好信息报送。专班牵头部门要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业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落实专人

	乌东德送电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三）做好信息报送。专班牵头部门要主动和项目实施单位（业主）衔接，实时掌握项目建设动态信息，落实专人

	大瑞铁路
	一、项目概况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
	         方铁路发展局局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吴  敏   云桂铁路云南公司总经理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铁路处。
	            王显刚   副省长
	 董保同   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刘佳晨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马永福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邱  江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任治忠   省林草局局长
	王喜良   昆明市人民政府市长
	杨国宗   大理州人民政府州长
	郑  艺   丽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周民欣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
	                       方铁路发展局局长       
	（六）2021年10月底前完成初步设计批复，12月底前完成施工图审查。（责任人：王勇）
	（六）视2021年昆明第二机场项目纳入国家规划情况，我省组织军民航有关方面开展滇中区域军民航机场布局
	（九）2022年10月底前取得机场总体规划、初步设计批复，2022年12月底完成施工图审查，实现开工

	沿边铁路
	一、项目概况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
	方铁路发展局局长
	江  楚   保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  彦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李  荣   普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互联互通”工程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王云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方
	铁路发展局局长
	高中建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世禹   曲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张新锦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项目牵头责任部门为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

	大滇西旅游环线
	一、项目概况
	成    员：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赵修春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赵晓静   省财政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高正文   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
	              张惟建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孙  炯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赵  宁   省通信管理局巡视员
	              宋光兴   保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泽鹏   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待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木崇根   丽江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丁秀花   怒江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杨正义   迪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沿边高速
	一、项目概况
	跨境电网和智能电网
	一、项目概况
	5G网络全覆盖
	一、项目概况
	二、目标任务
	（一）加强组织协调。省通信管理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相关部门加强组织协调，全面推进5
	（二）明确责任分工。基础电信企业要充分发挥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主力军作用，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做实具体应用项
	（三）强化项目调度。各电信企业、有关州市、省直部门要加强项目落地推进工作，自2020年7月起每月25
	（四）抓好监督检查。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数字经济局）适时对各地5G网络建

	多式联运物流网
	一、项目概况
	蒋兴明  省政府副秘书长
	蒲丽合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赵乔贵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张惟建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余蜀昆　省商务厅副厅长
	（三）精准做好项目调度和信息报送。省发展改革委商省商务厅，及时掌握项目推进情况和动态信息，自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