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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云发改投资〔2020〕956 号

云南省“美丽县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云南省“美丽县城”建设评价

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省直各有关单位，各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为完善考核程序，全面深入推进“美丽县城”建设，省“美

丽县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云南省“美丽县城”

建设评价考核办法（试行）》，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云南省“美丽县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代章）

2020 年 9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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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美丽县城”建设评价考核办法
（试行）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美丽县城”建设的指导意见》

（云政发〔2019〕8 号）和全省“美丽县城”建设工作现场推进

会精神，为全面深入推进“美丽县城”建设，制定《云南省“美

丽县城”建设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

一、“美丽县城”建设评价考核原则

（一）以人为本、注重实效。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

补齐县城短板、优化城市功能、提振县域经济、传承人文特色、

提升城市治理，实现生态宜人、生产活跃、生活方便，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因地制宜、彰显特色。充分尊重各地资源禀赋、生

态环境、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区位条件等差异性，鼓励各地

在深入研究、找准定位、高度聚焦的基础上，打造特色、形成

亮点，形成同本土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的个性特点，因地制

宜引导“美丽县城”建设特色化、品质化发展。

（三）统筹兼顾、融合发展。坚持城市建设与产业培育相

结合，促进产城联动发展；坚持近期建设与长远发展相结合，

既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持续发展；坚持城市更新改造与城郊整

治提升相结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相

结合，坚守六个“禁止”底线，全面推进县城新型城镇化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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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

（四）群众主体、共同创建。鼓励各地充分调动群众积极

性、全过程参与“美丽县城”建设，将人民群众参与度、满意

度作为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美丽县城”建设共谋共建、

共管共治、共评共享，合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

（五）公开公正、不搞平衡。明确建设重点、评价标准、

考核程序，加强调研指导，公开公正开展评价考核，综合多方

意见形成建设成效排序，不搞平均分配，充分体现“大干大支

持，不干不支持”政策导向。

二、“美丽县城”建设评价考核对象

“美丽县城”建设实行年度评价考核，评价考核对象原则

上为除市辖区和州府所在城市以外的各有关县（市）。

三、“美丽县城”建设评价考核程序

（一）县（市）自评。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美丽

县城”建设实际，对照“美丽县城”建设指标体系，开展自查

自评，形成“美丽县城”自查自评报告上报州（市）人民政府，

自愿申请创建当年“云南省美丽县城”。（每年 3 月底前完成）

（二）州（市）初审。根据各县（市）提交的创建申请和

自查自评报告，各州（市）采取实地查看等多种方式，组织开

展本地区“美丽县城”建设成效初审，提出本州（市）年度创

建重点县，并向省“美丽县城”办公室报送年度创建申请和有

关初审材料。（每年 4 月底前完成）

（三）明确重点范围。在各州（市）推荐本地区年度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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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县（市）的基础上，省“美丽县城”办公室根据各地排序

框定全省年度创建重点县范围（原则上每个州、市不超过 3 个），

并组织开展重点县（市）“美丽县城”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对接，

会同有关方面通过明察暗访等形式实地查看重点县（市）创建

情况，适时反馈突出问题及指导性意见，帮助各地更好把握创

建要点，督促指导各地“美丽县城”建设取得更好成效。各州

（市）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调整本地区年度创建重点县（市）的，

应于 6 月底前向省“美丽县城”办公室报送调整申请，逾期不

再受理。

（四）综合评价

1.部门打分。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对照“美丽县城”建设指

标体系和评分细则，在现场查看、调阅资料等基础上，对重点

县（市）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打分。

2.群众满意度调查。省“美丽县城”办公室组织第三方机

构对重点县（市）创建的群众满意度进行调查。满意度情况，

既要体现群众对当地现状的满意度，也要反映“美丽县城”建

设以来各项指标变化的满意度。

3.影响力与美誉度评价。通过互联网等开展 2020 年云南省

“美丽县城”网络评选活动。各重点县（市）采用 100 字以内

文字与 15秒以内短视频作宣介。

4.路演评分。省“美丽县城”办公室组织开展路演活动，

40 个重点县（市）介绍“美丽县城”创建成效，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成员单位负责人和部分专家代表进行背靠背打分（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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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县市“干净、宜居、特色、智慧”作出整体性评价）。

根据部门打分、满意度调查、网络评选、路演评分情况，

按权重形成各有关县（市）综合得分。

（五）形成建议名单。对于综合得分排名靠前的县（市），

省“美丽县城”办公室组织开展实地调研复核，提出 2020 年“云

南省美丽县城”建议名单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

（六）审定发布。省“美丽县城”办公室将 2020 年“云南

省美丽县城”建议名单上报省委、省政府审定，并以省人民政

府文件公开发布。

四、“美丽县城”建设考核指标

（一）指标设置

《考核办法》设置建设指标、满意度指标、影响力与美誉

度指标和路演评价指标。

1.建设指标，对应“美丽县城”建设的总体要求，包括“干

净、宜居、特色、智慧”四类指标共 69 项。其中，干净类 25

项，宜居类 31 项，特色类 3 项，智慧类 10 项。

2.满意度指标，反映人民群众（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对本

地“美丽县城”建设的满意程度，具体包括满意度指标和满意

度变化程度指标，围绕“干净、宜居、特色、智慧”四个方面

共设置。

3.影响力与美誉度指标，反映县（市）在全省、全国乃至世

界的知名度。以网络评选得票情况衡量。

4.路演评价指标，反映省级层面对各地“美丽县城”建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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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整体性评价，结合国家级和省级有关荣誉称号获评情况，

从“干净、宜居、特色、智慧”四个方面进行打分。

（二）评价得分

指标赋值：建设指标 100 分，满意度指标 100 分，影响力

与美誉度指标 100 分，路演评价 100 分。

综合得分=建设指标得分*0.30+满意度指标得分*0.15+影响

力与美誉度指标得分*0.15+路演评价*0.40

五、一票否决项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一票否决。

（一）违反六个“禁止”规定：即禁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禁止突破生态红线管控、禁止大拆大建、禁止“ 铺摊子”

和“ 摊大饼”、禁止“ 千县一面”、禁止违规举债。

（二）考核年度内发生党风廉政、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

方面的重大负面事件。

（三）评估考核中提供虚假材料。

六、工作要求

（一）明确工作责任

省“美丽县城”办公室具体负责年度“美丽县城”考核日

常组织工作。省级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完

成好考核工作。各州（市）、县（市）积极主动完成本地区“美

丽县城”自查自评、初审把关等相关工作，配合做好实地调研

等工作。

（二）提供数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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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市）、县（市）相关部门要按照考核工作的安排，全

力配合提供需要的相应证明材料和数据材料，并对所提供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存在材料和数据造假行为的，一经查实，直接

取消考核资格；对涉嫌违纪违法的具体问题线索，及时移交有

关部门处理。

（三）减轻基层负担

为落实中央关于切实减轻基层负担的有关要求，部门打分

采取非实地考评和实地考评方式相结合的方式，主要通过日常

掌握情况、县（市）提供材料对建设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研判和

评分。

（四）严格考核纪律

各地各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在考核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失职渎职，出现重大失误的，

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本办法由省“美丽县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

释。

附件：云南省“美丽县城”建设指标体系和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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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政策法规处（行政审批处） 发展战略和规划处 固定资产投资

处 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处 地区经济处 易地扶贫搬迁处 “一

带一路”项目推进处 农村经济处 基础设施发展处（云南省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产业发展处 创新和高新

技术发展处 数字经济局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云南省生态

文明建设排头兵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社会发展处 就业收入

分配和消费处 经济贸易处 评估督导处，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9月 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