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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临沧市委办公室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1(伍沧市农村居民持续增收三年
行动方案( 2022-2024 年妙的通知

各县、自治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各部委，市直国家

机关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中央、省属驻 1)各

单位:

(( 1)各沧市农村居民持续增收三年行动方案( 2022- 2024 

年)))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

(此件公开发布)

中共 1)各沧市委办公室

1)各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4 日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临沧市农村居民持续增收三年行动方案

( 2022-2024 年)

为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三年行动方案〉的

通知)) (云办发 (2022J 33 号)精神，加快提升我市农村居

民收入水平，提升城乡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推动实现共

同富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行动方案。

-、总体思路和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考

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重要回信精

神，把持续提高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鲜明导向，务

实农民经营净收入、全力扩大工资性收入、积极增加财产净

收入、合理提高转移净收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分享全产

业链增值收益，推动全市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加快缩小

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与全国、全省的差距。 2022-2024

年，力争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并位居全省前列;与全省平均

水平之比，由 2021 的 1 : 1 分别提高到1. 04: 1 、1. 07 : 1 、1. 11:1

以上。到 2024 年，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稳定在 48%左右，工资性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由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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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400 元缩小到 200 元以下，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接

近全省平均水平。

二、巩固拓展经营净收入

(一)推进农业重点产业发展，提高产业效益。全面实

施临沧市农业现代化三年行动计划，聚集茶、糖、果、菜、

牛、中药材、咖啡等重点产业，坚持稳量、提质、增效，提

升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实现农产品优质

好价，提升农民从初级农产品获得的收益。抢抓甘煎、咖啡

产业纳入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机遇，着力培育其他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积极申报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现代农业

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扎实推进重点产业基地建设，持续

抓好"一县一业" "一村一品"建设，提升规模效益。发挥

广大农业科研人员和农技推广队伍作用，着力培养新型职业

农民，提高农民种养水平，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提升产

出效益。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引导农民加入各

类生产、加工、销售、储运合作社，抱团发展，分享组织化

红利。(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农垦局、市烟

草专卖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党委和政府负责组

织落实，以下任务均需各县、区党委和政府负责组织落实，

不再列出)

(二)打造乡村旅游新业态，拓宽增收渠道。主动适应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旅游消费需求，以城镇周边、旅游线路、

特色农区和民族地区的特色村庄为重点，积极发展城市"周

边游" "节假日游"。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美丽乡

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围绕农村田园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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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特色小镇、半山酒店、精品民宿、民族文化、农

业生产活动和特色农产品等元素，用好茶叶、咖啡、水果、

林木、油菜、水稻等景观性优势特色产业资源，挖掘乡村休

闲旅游业发展潜能，打造推介一批茶旅、农旅融合发展精品

路线和重点村，推动休闲农业、美丽乡村和乡村旅游"赏、

食、享"融合的多产品开发，拓展功能、丰富业态、创新场

景，擦亮"大美临沧、美在乡间、花开四季、香飘八方"的

乡村旅游品牌，促进当地农民在游客"吃、住、行、游、购、

娱"消费活动中获得更多收益。(市文化旅游局、市农业农

村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三)培育乡村特色手工业，挖掘增收潜力。围绕提升

手工造纸、碗窑土陶、傣族刺绣、低族服饰、布朗族牛肚被

等特色产业，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开

发传统特色食品，培育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产品

品牌，促进传统工艺提高品质、形成品牌、带动就业，切实

把"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充分挖掘农民增收潜

力。培养一批乡土人才，壮大乡村传统工艺传承队伍，鼓励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设计师、艺术家、乡村工匠等参与

乡村手工艺创作生产，支持鼓励传统技艺人才创办特色企业，

推动乡村特色手工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提升附加值。(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化旅游局、市农业农村局等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

三、全力扩大工资性收入

(四)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外出务工比例。落实农民工

稳岗就业政策，确保政策享受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用好东西

-4 一



部协作机制，与上海市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其他重点地区、

重点企业搭建"点对点、一站式"信息对接平台，扩大省外

市外转移就业规模。引导市内农村劳动力从乡镇向县城、县

城向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向省会梯度输出。持续打造临沧家

政、临沧茶师、云县建工、永德船员和低山艺人等品牌，鼓

励创建符合当地产业发展的劳务品牌，带动就业创业，积极

争取省级在资金安排、以奖代补等方面的支持。到 2024 年，

全市农民工数量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比例提升 10 个百分点以

上、达到 55 万人以上，省外、市外就业比例提升 15 个百分

点、达到 40%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

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大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能力。积极

组织参与"云品工匠计划" "乡村振兴技能人才计划" "云

南技能提升培训计划"等，深入开展实用技术、职业技能、

创业能力、电子商务等培训，有针对性地开展养老护理员、

社会体育指导员、健康照护师、家政服务员、育婴员、保育

员等职业(工种)培训，健全完善就业培训机制，突出实作

实训，紧密结合培训对象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提供"菜单

式"培训，采取"培训1+上岗" "孵化式"等多种方式的实作

培训，做到"应培尽培、能培尽培"提升就业质量。建立

集就业信息发布、劳务对接、工资权益保护、失业登记等为

一体的农民工就业供需服务平台，优化提升就业服务。 2022

-2024 年，全市每年培训11 农民工1. 6 万人以上，到 2024 年，

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以上、达到

70%左右，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 1000 元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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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乡村振兴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

村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六)支持就地就近就业，多措并举稳定收入。进一步

强化政策扶持和指导服务力度，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顺畅就

业，大力发展县城经济，支持适合当地就业需求的、符合要

求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和企业向集镇转移，发展中小微企业聚

集区，提高就业承载力。在有条件的地区全面推广以工代赈，

优先吸纳当地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高标准农田

建设、土地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劳务报酬占中央

投资的比例不低于 15%。合理增加护林员、保洁员等乡村公

益性岗位。对于返乡入乡人员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开展创业的，

财政部门按规定给予贴息。对返乡入乡人员创办企业并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毕业 3 年内

(含毕业学年)和退役 3 年内(含退役当年)创办小微企业

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军人创业人员，每年进

行优秀创业者评选，并对评选的优秀创业者给予每人最高不

超过 3 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所需资金从省级就业补助资

金中安排。(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

政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等按

照职责分工负责)

四、积极增加财产净收入

(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持续增强村级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能力，健全支持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长效投入机制，财政资金重点向村集体

经济"薄弱村"倾斜，支持村集体探索利用集体土地、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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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荒地"、水面、滩涂等资源，建设农业生产、加工、经

营、服务设施和乡村旅游项目，通过发包或自主经营增加农

民收入。研究制定资产收益分配方案?对脱贫攻坚期间各级

各渠道资金支持的设施农业、养殖、光伏、乡村旅游项目形

成的资产，能够明确到村组的，移交给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经

营管理，所得收益按规定分配给农户，让农户分享资产增值

收益。(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

源规划局、市文化旅游局、市林业和草原局等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

(八)合理利用资源资产。推动农业资源资产高效利用，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科学引导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完

善土地流转方式，合理制定土地流转指导价格，建立完善价

格调整机制，保障农民权益。组织农户盘活耕地、林地等资

源，支持具备条件地区的农户自愿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

经营权、林权入股到农民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共同发展、增加

收入，鼓励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外出务工人员、无力自主经

营的农民，将闲置资产、承包地、林地等资源按政策交由村

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或企业代管、代为经营，实现资产收

益最大化。(市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文化旅

游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财政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九)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按照"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目标，积

极探索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等方式，依法依

规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严守耕地保护红

线和生态保护红线，优化规划布局，满足农村新产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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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地需求。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

益。(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五、合理提高转移性收入

(十)加强财政直接补贴。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

倾斜，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逐年稳步提

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利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一卡通"平台，实现"一张清单管制度、一个平台管

发放、一个农民一张卡"确保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安全

运行、规范管理、及时足额兑现。鼓励各县(区)加强各类

涉农资金优化整合，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通过以奖代补、

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方式，用足用活用好惠民惠农政策，

优先保障到主体到户到人的项目资金需求，提升资金使用效

率，确保农户充分受益。(市财政局、市委农办、市农业农

村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加强保险信贷补贴。稳步扩大粮食、生猪等大

宗农产品保险覆盖面，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率。因地制

宜开展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逐步提高地方特色险种占比，

积极探索绿色、有机农产品保险。有序推广农村承包地经营

权抵押业务，大力开展保单、农机具和大棚设施、活体畜禽、

圈舍、养殖设施、林权等抵质押贷款业务。充分发挥农业融

资担保体系作用，简化担保流程，政策性农担业务贷款主体，

实际负担的担保费率不超过 0.8%，切实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融资成本。(市财政局、市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临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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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支行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农村低保标

准和补助水平，缩小城乡低保差距。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其

他专项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实施医

疗、住房、教育、就业和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社会救助，逐

步提高救助保障水平。落实好因病、因残、因学和农村低保

对象就业成本等刚性支出扣减规定，对于通过就业创业家庭

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农村低保对象，给予半年至一

年的救助"渐退期"。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

员全覆盖。(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医疗保

障局、市财政局、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六、提高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十三)加快农业市场主体培育。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

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实施市场主体倍增"阳光、雨露、土

壤"行动，坚持农业市场主体发展与规范并举、数量与质量

并重，落实《临沧市促进市场主体倍增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临

沧市促进农业市场主体倍增培育等 9 个实施方案的通知)) , 

加快构建以行业龙头企业为引领、行业先进企业为主体、农

民合作社为基础的发展格局，带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优化营商环境，稳定政策预期，聚焦全产业链，培育引进一

批销售收入在十亿级、亿元级的龙头企业。支持中小微农业

企业加快发展，培育发展运行管理规范的农民合作社。到

2024 年，全市农业企业增加到 1 万户以上，各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增加到 340 户以上，其中省级龙头企业增加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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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力争实现 8 县(区)全覆盖。(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

投资促进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完善农业市场主体和农民收益联结机制。建立

完善收益分配机制，在市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和带动农民增

收之间找准结合点，企业、农民合作社从市场获取稳定利润，

农户尽可能多地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农民增收、企

业发展、地方受益，防止工商资本"跑马圈地

出去

处理好农民与农业市场主体的关系?健全完善市场主体和农

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发展、地方受

益。(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

(十五)大力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扎实推进种业振兴

行动，开展特色产业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重点

产业"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选育一批高原特色优良品种。

提高农业设施装备现代化水平，建设高端温室大棚，发展无

土基质栽培、水肥一体化、喷滴灌等设施，大力推广中小型

高效适用机械装备。建立市级协调机制，推动科研院所聚焦

农业重点产业、特色产业科技需求，开展品种创新、良种良

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实用技术等集成创新和成果转

化应用。(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科技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全力突破农产品加工业。统筹发展农产品初加

工、精深加工，到 2024 年，力争重点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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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之比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促进农民从种养环节向农

产品加工等产业延伸链条中获得更多收益。推动农民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改善初加工设施装备条件，以茶叶初制所规范达

标，道地中药材产地初加工水平提升，以及粮食烘干、加工

设备，蔬菜水果采后处理、分选、冷藏保鲜、小包装设施设

备，坚果采后一体化处理生产设备，咖啡鲜果处理、生态环

保分选脱皮烘干设备，畜产品分级分割、生鲜速冻设施推广

应用为重点，布局建设一批产地初加工基地，就近就地生产

标准化、高品质的初加工农产品。加快发展茶叶、中药材、

咖啡、核桃、临沧坚果、甘煎、肉食品等重点产业精深加工、

综合利用加工，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实现加工

在乡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等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

(十七)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持续加强农产品市

场跟踪分析，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做好农

产品成本调查和价格监测，适时加强政府调控，灵活运用多

种手段，努力避免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影响农民收入。适时

开展政府猪肉收储和投放，鼓励企业增加商业收储，防止生

猪价格大起大落。落实好国家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加强甘蕉、烤烟等农产品价格的行业指导，引导价格合理形

成。继续实行农产品相关运费补贴和减免政策。把握好主要

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支持优势农产品出口。(市发展

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商务局、市烟草专卖局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 11 一



七、保障措施

(十八)压紧压实责任。各县(区)、乡(镇)要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结合实际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具体方案，细

化工作措施，分类精准施策。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研究推动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工

作，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加强统计基础工作，强化住户调查工作保障，客观反映我市

农民收入水平。

(十九)加强工作调度。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工作纳入

市委、市政府"三农"工作调度的重要内容，不断分析问题、

查找短板、总结经验、现场推进，坚持不懈用促进农民增收

这条主线来推动"三农"工作。

(二十)强化考核督促。市委农办、市农业农村局要加

强统筹协调，市级相关部门密切协同配合，加大督促指导力

度，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建立健全奖惩机制，以县(区)

为单位，按季度通报农民收入增速和工作开展情况，对年度

综合排名后 2 位的县(区)进行约谈。

附件1.临沧市 2021 年至 2024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预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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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 2024 年(县/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预期表

3. 临沧市 2021-2024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之比目标表



附件 1

临沧市 2021 至 2024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期表

单位: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项目 其中:

年度 绝对额 增长% ~肖工二E 革日事 工资性 转移 财产

净收入
增长%

收入
增长%

净收入
增长%

净收入
增长%

2021 年 14196 10. 7 7888 7. 4 4297 16.9 1815 10.10 196 28. 10 

2022 年 16183 14.0 8823 11. 9 5126 19.3 2018 11. 2 216 10.2 

2023 年 18449 14.0 9780 10.8 6126 19.5 2303 14. 1 240 11. 1 

2024 年 21032 14.0 10810 10.5 7282 18. 9 2670 15.9 27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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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2024 年(县/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期表

单位:兀

卜\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兀)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经营净
工资 转移 财产

经营净
工资 转移 财产

经营净 工资性
转移 财产

经营净
工资 转移

财产净
尼HFEE亘E 性收 净收 净收 ,LA…JZL K一EE三i: 性收 净收 净收 总量 净收 净收 总量 性收 净收

收入
入 入 入

收入
入 入 入

收入 收入
入 入

收入
入 入

收入

~ λ- 市 14196 7410 4472 2129 185 16183 8254 5098 2589 242 18449 9132 5904 3136 277 21032 10095 6730 3786 421 

临翔区 14238 7432 4485 2136 185 16231 8278 5113 2597 243 18503 9159 5921 3146 278 21094 10125 6750 3797 422 

凤庆县 14432 7534 4546 2165 188 16452 8391 5183 2632 246 18756 9284 6002 3188 282 21382 10263 6842 3849 428 

-z;:: 县 14984 7822 4720 2248 195 17082 8712 5381 2733 256 19473 9639 6231 3310 292 22199 10656 7104 3996 

永德县 14336 7483 4516 2150 186 16343 8335 5148 2615 245 18631 9222 5962 3167 279 21239 10195 6797 3823 424 

镇康县 13943 7278 4392 2091 181 15895 8106 5007 2543 238 18120 8970 5799 3080 271 20657 9915 6610 3718 413 

双江自治县 14287 7458 4500 2143 186 16287 8306 5130 2606 244 18567 9191 5942 3156 278 21167 10160 6773 3810 424 

耿马自治县 14958 7808 4712 2244 194 17052 8697 5371 2728 256 19439 9623 6221 3305 291 22161 10637 7091 3989 443 

沧源自治县 13692 7147 4313 2054 178 15609 7961 4917 2497 234 17794 8808 5694 3025 267 20285 9737 6491 3651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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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临沧市 2021-2024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省

平均水平之比目标表

:±巳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x: 入- 市 1. 00: 1 1. 04: 1 1. 07: 1 1. 11: 1 

i陆翔区 1. 00: 1 1. 04: 1 1. 08: 1 1. 12: 1 

凤庆县 1. 02: 1 1. 05: 1 1. 09: 1 1. 13: 1 

-z;: 县 1. 06: 1 1. 09: 1 1. 13: 1 1. 17: 1 

永德县 1. 01: 1 1. 05: 1 1. 08: 1 1. 12: 1 

镇康县 0.98: 1 1. 02: 1 1. 05: 1 1. 09: 1 

双江自治县 1. 01: 1 1. 04: 1 1. 08: 1 1. 12: 1 

耿马自治县 1. 05: 1 1. 09: 1 1. 13: 1 1. 17: 1 

沧源自治县 0.96: 1 1. 00: 1 1. 04: 1 1. 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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