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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云南省经营性高速公路通行费收费标准调整听
证会的召开，引发广泛关注。对于涨价幅度不同的两套调
价方案，!" 名听证代表中的 # 位表示反对，其余代表表
示赞同涨价。面对众说纷纭的舆论，目前具体的“闯关”
调费方案正根据听证代表的意见修改完善，以供政府部门
决策。

云南省此次调费的范围包括全省 $个经营主体所属的
%&条经营性高速公路，合计里程 !"&&多公里。供听证的
调整方案有两个。方案一对目前的 $个经营主体实行“六
升两平一降”。方案二对普通路段和 '&&米以上桥梁隧道

分别制定通行费费率标准，合并收费。听证方
案陈述人介绍：“此次调费对 #座以下小客车
影响较大，会使客运票价上升 '(左右，使全

省公路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约 &)*+。由于延续减免
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车辆通行费政策，所以这

次调费对鲜活产品运输车辆没有影响。”
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陈学刚向记者介绍，越穷的

地方越需要修路，但云南的高速公路建设已经走不下
去了：高投入低产出导致 %& 条高速路有 !# 条亏损，

省公路投资公司从成立那天起就没盈利过。这已经严重影
响了银行贷款的信心，直接影响到下一步云南的高速公路
建设。另一方面，云南 $"(的国土面积都是山区半山区，
物流成本本来就比平原地区高出两三成。

云南省发改委副主任陈军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调
高收费对政府来说是一个两难选择。”他介绍， 《收费公
路管理条例》 第 ,- 条规定：“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
应该根据公路的技术等级、投资总额、当地物价指数、偿
还贷款或者有偿集资款的期限和收回投资的期限以及交通
流量等因素计算确定。”此次价格调整严格依法进行，既
要调动建设主体和银行的积极性，又要兼顾群众承受能
力，使云南的高速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

来自云南省消协的听证代表李梅认为，提高高速公路
收费标准时机选择不恰当，对社会承受能力的分析也值得
商榷。她建议加强公司内部管理，严格成本控制。来自云
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听证代表张宏雷等认为，应该尊重消
费者的财产权和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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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滇西边境片区贫困人口数量减半，到 2020年稳定实

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与

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近日获国务院批复并启动实

施的《滇西边境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2011-2020年）》 为

滇西扶贫计划订立了这样的10年目标。

这对滇西贫困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两不愁”、

“三保障”像一剂强力的定心丸，好日子有了盼头；而从“贫困人口

数量减半”到“与全国同步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两步走，也显示

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坚定决心。

新世纪以来，云南省扶贫开发成效明显，特别是在建设面向西南

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实施之后，全省在基础设施建设、对外经济贸易等

方面发展迅速，这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区域发展和扶贫开发。但目

前，云南仍有农村贫困人口1500万人左右，滇西边境片区、乌蒙山

区、石漠化地区和云南藏区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占全省的

80%以上，深度贫困人口占 90%以上，尚有 2.68万个自然村不通公

路，8679个自然村不通电，165万户住房困难。作为长期以来云南乃

至全国扶贫攻坚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滇西边境片区迫切地呼唤着

脱离贫困。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

扶持力度，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

开发，这为新一轮扶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

求。滇西边境片区于此时启动实施《规划》，不仅订立了两个阶段的

发展目标，还明确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发展、改善农村基

本生产生活条件等六个方面的建设任务和基本要求，正是在积极贯彻

和践行十八大精神。滇西趁着十八大的春风吹响了扶贫攻坚战的号

角。

滇西边境片区以其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对促进边疆和谐稳定、

加快经济发展、扩大开放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集中力量推进该片

区扶贫攻坚，是推动云南发展和面向建设西南开放桥头堡的必然要

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鲜明体现。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相信在新目标的引领下，滇西定会全

力以赴打好新一轮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全面完成《规划》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以坚实的步伐迈向小康社会。

滇西百姓的“定心丸”
孙 懿

国际定价话语权缺位 云南咖啡业遭遇“寒冬”

政企联手护咖农

云南苗族咖农在采摘咖啡豆。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本报电 日前，经国务院批准，
已成功举办了 ' 届的南亚国家商品
展明年起将正式更名升格为中国—
南亚博览会，由商务部和云南省政
府共同主办，于每年 -月 -日至 ,&

日与昆交会同期举办。
据介绍，首届中国—南亚博览

会以“促进中国—南亚全面合作与
共同发展”为宗旨，以“相互开放、
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和谐发展”
为主题，包括商品展销、高峰论坛、
投资合作、文化交流等重大活动，

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为中国与南亚国
家之间的商品交易、服务贸易和投
资合作的窗口及平台，成为面向亚
太、面向世界的高水平综合型展会，
为南亚国家商品走向中国、中国商
品走向南亚乃至环印度洋国家和地
区构筑起通道和桥梁，实现合作共
赢。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南亚国
家商品展的基础上，结合南亚各国
的优势和特色，增加旅游、文化、
服务贸易、投资促进等方面的展示
内容。

本报电 由中国云南省新闻办
组织的“和谐之花·香格里拉”文化
周活动日前在德国柏林市中心开幕。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公使李念平
在开幕式上说：“在中德建交 !"周
年之际，将‘七彩云南’带到柏林
将有助于两国人民之间加深了解、
促进交流。”

云南省艺术家们在开幕式上表
演的藏族歌舞受到德国朋友交口
称赞。一名女士说，她的女儿正
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中文，今天

身着藏族服装为大家献哈达，明天
母女俩将去观看电影 《这儿是香格
里拉》。

据活动主办方中国云南省政府
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田虎青介绍，本
次云南文化周将在柏林举办风光图
片展和“电影看中国”活动。田虎
青说，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必将使
中德友好深入人心、薪火相传。

图为志愿者 （右一） 身穿云南

民族服饰，向来宾介绍摄影作品。

本报记者 管克江摄

广大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开工

南亚国家商品展更名升格
明年6月与昆交会同期举办

云南文化周亮相柏林

日前，来自卢森堡、比

利时、丹麦、法国、罗马尼

亚、瑞士、德国等 ７ 个欧

洲国家的驻华使节一行来到

位于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省

麻栗坡县，考察边疆扶贫成

效，并探访、慰问居住在当

地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群

众。他们还向麻栗坡民族中

学捐献了一批电脑、体育用

品。

图为丹麦驻华大使裴德

盛与黄土坡村的苗族村民交

谈。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驻华大使送来好“礼物”

收购价格创下5年来新低

进入冬季，中国最大的咖啡种植地区云南省迎来
咖啡收获季，但创近 #年来新低的咖啡收购价给咖啡
种植业蒙上了阴影。面对周期性价格低谷和定价话语
权的缺位，中国咖啡种植业能否度过价格寒冬？

经过多年发展，云南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咖啡生
产基地。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显示，
$%&'年全省咖啡种植面积突破 &(%万亩，种植面积
和产量都已占到中国的 )*+以上，也是中国最大的
咖啡豆出口基地。

近两年来，咖啡豆收购价持续走低。据云南省
咖啡协会通报，,,月 '%日，某国际咖啡企业在云
南当地报出 ,-.)元每公斤的开盘价，最新一次报
价则跌至 ,-.,/元每公斤，创下了近 # 年来新低，
逼近咖啡种植户的成本底线。
“咖啡豆价格临界点应该在 ,#元每公斤，如果

跌破这一价格，对云南咖啡产业的打击将会很大。”
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胡路说，'%%' 年云
南咖啡曾遭遇一次低谷，咖啡豆价格降到每公斤 -

元多的最低点，众多咖农无法接受低价而纷纷砍掉
咖啡树转种甘蔗、茶等作物，造成云南咖啡种植面
积急剧缩小，重创咖啡产业。

无话语权致云南咖啡“中枪”

业内人士认为，咖啡价格走低引发行业普遍焦
虑的背后，是咖啡产能过剩、中国咖啡定价话语权
缺位、国际炒家炒作、中粒种咖啡用量增多等多种
因素综合所致。

根据有关机构统计，今年巴西、越南、哥伦比
亚、印度的咖啡产量均有所增加，其中巴西咖啡产
量将达到 ((#.!万吨，比去年增产 !%万吨。
“即使全省 ,(%万亩咖啡全部投产了，也就是

'%万吨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对国际咖啡
市场的价格丝毫不影响。”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秘
书长李功勤表示，加之加工水平参差不齐，出口标
准不统一，因此就决定了云南咖啡在国际市场上不
具备发言权。

咖啡价格波动还有炒作因素。李功勤说，有国
际炒家放话 '%,'年—'%,(年的咖啡产量已经超出
现在的消费量，他们在不断“做空”，打压咖啡价格。

此外，近年来，为了降低成本，国外的焙炒企业
纷纷改变配方，调整中粒种和小粒种咖啡的使用比
例，减少中、小粒种咖啡的价格差距，以小粒种咖啡
为主的云南也受到波及。

本土企业保护咖农利益

云南后谷咖啡董事长熊相入表示，当纽约咖啡
期货价格低到一定程度，云南咖啡行业协会将联动
政府、企业，积极展开咖啡保护价收储，不能让咖农
的利益受损。

基于今年的咖啡收购价较低的情况，业内人士
认为，即便今年咖啡豆的市场价格继续下行，云南
咖啡产业也不至于重蹈 '%%'年的覆辙。
“目前，云南的咖啡企业已经具备了不同程度

的深加工、精加工能力。如果价格继续下行，大批本
土企业都会出来维护咖农的利益，工业反哺农业。”
胡路说。
“目前，全球老牌咖啡消费国，咖啡消费平均增

长速度在 ,.#+左右，新兴咖啡消费国咖啡消费增长
幅度比较大，中国的咖啡消费量正以每年 '#+左右
的速度增长。”李功勤说。
“这并非中国咖啡种植业的冬天。目前是发展

咖啡种植的机会。”熊相入说，“根据咖啡三至四年
挂果的生长周期，在当前的价格低谷扩大种植，会
在价格上涨时迎来盛果期。”

（据新华社昆明电 记者吉哲鹏）

本报电 据昆明铁路局通报，广
通至大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日前开
工，标志着泛亚铁路西线重要组成部
分———广通至大理段二线正式开工建
设。工程预计于 '%,- 年 # 月竣工，
届时将加强滇西地区路网的运输能
力，完善泛亚铁路网。

据了解，广通至大理铁路扩能改
造工程为国家 0级双线铁路，途经云
南楚雄市至大理市，设计时速 '%%公
里，线路全长 ,-!.!#公里，全线设 *

个车站，新建桥梁 -* 座、隧道 !'

座，桥隧总长达 ,%).** 公里，占全
线总长的 /(+，工程概算投资总额为

,().(/亿元。
据介绍，目前的广通至大理铁路

为合资铁路，线路标准较低，大部分
区段采用内燃机车牵引，,))) 年 )

月投入运营以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目前，每天途经
广大线的旅客列车最多时达 )对。

高速公路建设，一头连着国

计，一头连着民生。云南高速公

路调费“闯关”的舆论纷争，把

这两头打了个结：高速路的经营

主体希望涨价，否则山穷水尽疑

无路；而消费者则认为，涨价

“动了自己的奶酪”。

这种情况，折射出落后地区

发展的某种“困局”：要想富多修

路，边疆落后地区民众盼着冲出

大山，改善民生；高速路是路网

的骨架，但捉襟见肘的地方财力，

高投入、低产出的窘迫现实，“业主

为主、政府补助、市场融资”的运营

模式，都意味着“收费还贷”必然将

建设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对

处于全国路网末端的云南尤其如

此。知情者坦言：“云南高速公路建

设实在走不下去了”，但这条路又

必须走下去。

从目前的情况看，要调动建

设主体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平

衡好各方面的利益关切，适当增

加收费在所难免。只有这样，整

盘棋才有望活起来；不如此，即

将到来的投资活跃期，云南将满

盘皆输。

但要真正解开云南高速路发

展的结，绝不能一涨了之。从

“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有关部

门和企业应该利用这次契机，制定

改革搞活的“组合拳”。一是从所有

道路一费制，改变到“一路一费”，

根据建设成本体现收费的公平性；

二是随着盈利状况转好，不妨改制

卖掉几条路，多种经营主体竞争，

既回笼资金又搞活经营；三是各经

营主体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才能降

低成本、提质增效；四是收费高了

理应服务更好，不能一味提高收费

忽视服务。惟其如此，才不会陷入

令人担忧的“亏损———收费”的危

险循环。

对云南高速公路来说，适当

涨价是为了激活建设僵局。但要

顺利通过舆论这一“关”，光靠倒

苦水说服不了人，还应拿出负责

任的态度和办法来。假如最后的

结果是“公众买单”，就要给大家

交代明白：有没有一套改革搞活

的办法？兑现不了又当如何？

“困局”如何破解 元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