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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 日，近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相聚在位于云南
省景洪市的西双版纳民族体育场，欢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州
#$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向全州各族干部群众及各
界致以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贺电说，#$年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经济发展，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全面推进，取得了重大成
就。希望你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国
务院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契机，坚持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以自治州成立 #$周年为新的
起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祝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繁荣昌盛！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电贺西双版纳建州60周年

本报昆明电 近日，!"#$ 云南省人大、政协
两会召开，代表委员积极献策桥头堡。条条建议、
句句诤言，表现出他们对“滇中一体化”政策同
筹、规划同编、设施同建、信息同享、市场同体、
产业同布、金融同城、科教同兴、环境同保、资源
同用的强烈愿景。

亟待体制机制破冰

“滇中地区具有建设区域经济、实现一体化发
展的深厚基础和良好条件。加快推动滇中经济区建
设、推动滇中一体化恰逢其时”。这在参加云南两
会的代表委员中已形成共识。

在热烈的讨论中，有代表委员直言：尽快架构完
善云南省省级层面的统筹协调机构，科学规划、高端
规划，创新利益协调机制、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创新
投融资机制，是滇中经济区建设的“破冰之举”。
“滇中区位优势明显，是云南省对外开放的重

要枢纽，人口密集，经济总量大。打造滇中一体
化，对推动和引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重要作
用。”来自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的王志新代
表说，打造滇中一体化要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进行高起点规划，滇中各州市要加强科学
合作、务实合作，切实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

杨玉泉委员来自楚雄彝族自治州，多年来一直
专注于滇中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在前两届省政协
会议上多次提交了与滇中经济发展相关的提案。今
年，她带来的《关于推进滇中产业园区统筹协调发
展的建议》，依然关注滇中一体化发展。“要尽快
研究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避免各部门互为牵制、
各自为政、相互扯皮等问题。切实加强部门之间、
政企之间、银企之间的沟通与配合，形成合力。”

基础建设率先突击

在滇中一体化进程中，利益的博弈、行政区划
的突破、省级层面的推动都是关键因素，何时能够
真正抱团发展，何时才能形成滇中地区整体的竞争
力，是各界企盼的目标。

民进云南省委调查显示，滇中地区优势明显，存
在的问题也很多：滇中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偏弱，市场
化程度和开放度差距较大；% 城市之间经济社会发
展不平衡，一体化合作机制有待完善；区域基础设施
建设相对滞后，中心城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和地区
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区域间协调机制不完善，区域
资源环境承载力脆弱等都是不争的事实。

有代表坦言：“从一个较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
的城市群，到迈步走入资源合理利用、产业合理分配
的‘同城时代’，中途还必须兼顾环境保护、地方利益

等方面的问题，挑战巨大。”
谋定而动，去年 & 月，一个面积达到 '()& 万平

方公里的滇中产业新区浮出水面。
代表委员认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一体化是滇

中一体化建设的先导，也是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方
向。另一方面，区域一体化建设的根本还是要落到产
业发展中来，只有通过产业集聚，走高端路线，才能
将重点产业真正打造成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差异发展产业联动

张跃进代表对滇中产业园区的理解和观念来自
“实干”。他认为滇中产业园区是云南省的一个“大概
念”，而具体对于企业来说，更需要“大观念”，要把眼
光放在大市场、大流通环境下思考自身发展问题，
“向外”寻找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企业要干的事
就是“一进一出”，把技术、资金引进来，把资源变成
高附加值产品卖出去。
“滇中一体化将会带动整个物流圈的建设，有利

于物资流通，大大降低车辆运输成本，还可增加不少
就业岗位。”李清代表高兴地说，滇中大商圈的建立，
可以加大运输量和商品覆盖面，有助于提高老百姓
的生活质量。建议在物流仓储用地价格、政策审批等
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周平忠委员同样感到滇中一
体化对企业发展的助力很大，他说，滇中一体化将推
动各地之间的交流合作，吸引人才聚集滇中，扩大企
业生产原料来源，为云南省的农产品出口等各项事
业贡献力量。

滇中经济区确实让曲靖人感受到了机遇的热
力。来自南华县的陆积峰代表曾在禄丰县工作过，
两个县均属滇中产业新区核心区域。陆积峰认为，建
设产业园区必须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敢想敢干，但
不蛮干，避免低水平盲目无序发展。完善配套是培育
产业的基础，扩大招商引资是做实项目的关键，突出
特色是利用资源的途径。

来自昆明市的委员表示，在滇中一体化建设
中，昆明将统一产业布局，形成昆曲、昆玉、昆楚
$条经济带；在工业方面，重点发展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烟草产业、矿冶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装
备制造、生物工程等产业；%州市要联动推进，构
筑滇中经济区具有竞争优势和特色的经济体系；昆
明要与 $ 个州市加强旅游合作，实施旅游整体宣
传、线路互接，共同构建以湖光山色、休闲度假为
主题的旅游产业链；同时，要与滇中各州市共同筹
划布局，建设现代农业。

中缅油气管道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其中天然气管线
今年 *月 $)日前将达到输气运营标准，而原油管线预
计将在 !)#%年达到投产要求。仅就原油管线来说，今后
中国进口自中东的原油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而可以直
接从面向印度洋安达曼海的缅甸若开邦马德岛上岸。同
时，这条管道也将积极促进缅甸的经济社会发展。

管线沿路处处都能见到中缅油气管道建设者挥汗
如雨的身影。中石油东南亚管道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昌
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油气管道建设目前已
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仅剩若开邦一段由印度庞吉劳

德公司负责的 !)公里的管线尚未完成，此外还有马德
岛一条海沟穿越正在加紧施工。

记者接触到的不少缅甸人士都认为，中缅油气管
道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而且将为缅甸未来经济发展
注入持续动力。管道建成运营后，作为管道股东之一的
缅甸除了获得稳定收益外，每年还可获得巨额的过境
费和维护费，而且通过管道将沿海的天然气运送到马
圭省、曼德勒省等内陆地区，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
展，同时还可为管道沿线带来发展机遇。据了解，油气
管道每个场站都有预留分输口，中缅油气管道工程建
成之后，缅甸将每年在境内下载不超过 !))万吨原油
和 !)亿立方米天然气，用于推动缅甸经济发展及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对切实满足缅甸本国的能源需求起到
积极的补充作用。

姜昌亮向本报记者介绍，整个中缅油气管道工程在
施工高峰期雇佣缅甸当地员工达到 +)))多人，超过在缅
参建人员总数的 +),，缅甸工人不仅获得了稳定收入，还
学到了技术。他表示，为了保障管线运营，公司启动了沿
线村民就业计划，将聘请数百名缅甸技术工人参与管道
建成后的日常运营，首批已经组织 +"多位缅甸工人赴西
南石油大学学习，其中很多就是管道沿线居民。

一位名叫古貌迈的缅甸工人家里种地，收入不高，
现在来工地工作，每天能拿 %*""缅币（'美元约合 &'"

缅币）的工钱。他说：“我正在把工钱攒起来盖房子，现
在学会了操作搅拌机，以后更好找工作了。”古貌迈指

着工地上“中缅友谊桥梁”的标语说，通过一起工作，他
觉得中国人很好，帮当地人做了许多好事，绝不是有些
人所指责的来“抢夺缅甸资源”的。

在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马德岛上，记者看到这座过
去的荒岛如今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曾经荒蛮的岛上有人
骑上了摩托车，有人在试用新装的电话，有的人家甚至支
起了电视接收设备。清澈的自来水、欢快的笑声、平坦的
道路，与从前浑浊的雨水、寂静的荒岛、泥泞的小道相比，
宛若两个世界，马德岛人正在逐步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曼德勒以南 +"多公里，有一个名为皎涩的村镇。
皎涩广阔的稻田里竖立着几根平行的黄色标杆。中石
油东南亚管道有限公司环境监理部高启晨向记者介
绍，标杆下面就是中缅油气管线，管道埋深均在地表
'(!米以下。村民埃奥告诉记者：“土地可以继续耕种，
我已经收获了一季的水稻，收成很好，中国公司之前给
我提供 *年的青苗补偿费，我们村里对此都很满意。”

在伊洛瓦底江西岸的闵布市，记者看到在青山绿水
的田野间，经过地表恢复后的管道沿线大片土地显得生
机勃勃，灌渠正把清澈的河水浇灌到水田中，农夫赶着耕
牛细细耕作，不时传来阵阵欢笑声，一幅恬静的乡村生活
画卷呈现在记者眼前。正在耕地的隆乌大爷高兴地告诉
记者，雨季后一定能看到大片的翠绿水田，水稻肯定是
个好收成。他家里用土地补偿款盖了新房，孩子去了仰
光读书，以后还想去中国学汉语，“中缅两国是永远的
胞波兄弟”。 （本报曼德勒1月20日电）

云南两会代表委员献策桥头堡

破瓶颈 推进滇中一体
在桥头堡建设版图上，滇

中经济区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滇中一体化”发展中，

昆明、曲靖、玉溪、楚雄 4城

如何携手，实现“大河涨水小

河满”的共赢？如何辐射带动

整个云南发展？

昆明曲靖楚雄玉溪4城区域示意图

本报电（记者喻京英）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 !"'! 年中
国驰名商标榜单，云南“后谷”咖啡榜上有名，成为中国咖啡全产
业链企业中唯一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品牌，后谷咖啡也成为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国产咖啡品牌。

+亩咖啡园起家的后谷咖啡，成立 *年来，种植面积已经达 !"

多万亩，并不断刷新中国咖啡精深加工能力纪录。目前，已经建成 '($

万吨速溶咖啡生产线；!"'!年实现进出口贸易 '('亿美元，占云南咖
啡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先后有国际五大咖啡巨头与后谷咖啡
签订合作协议，后谷咖啡产品已销往世界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业内人士表示，荣膺中国驰名商标这一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威认
可，标志着中国咖啡市场终于有自己的知名本土品牌，并在国内国
际市场得到巴黎公约及世界贸易相关协定的保护，对企业及行业产
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后谷”咖啡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成中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咖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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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油气管道:缅甸新机遇
本报赴缅甸特派记者 孙广勇 于景浩

图为曼德勒天然气分输站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于景浩摄

哈尼梯田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红河、绿

春等县。经过哈尼族等各民族上千年

开垦和耕种，漫山的水稻梯田与云

海、森林、村庄组成一幅奇妙的图

画，一年四季变幻色彩气象万千，宛

如仙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

谐，是人类梯田文化的杰作和世界农

耕史上的奇迹。

图为晨曦中的元阳梯田美景。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哈尼梯田“穿”云海
本报曼谷电 （记者韩硕、孙广

勇） 第十二届东盟中日韩 （'"-$）
旅游部长系列会议于 !! 日在老挝万
象闭幕。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志
发在会议期间表示，中国人出境游不
断增多，已成推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
旅游市场增长的主力军。!)'! 年中
国出境旅游人数达到 &$'& 万人次，
同比增长 '&.%,。其中中国公民首站
前往东盟国家的旅游人数达到 /+/万
人次，同比增长 !'.0,。

根据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提供的数
据， !)#! 年赴泰国外国游客共计
!!$) 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 !0& 万
人次，目前已占泰国游客总量的
#!.%,。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素拉蓬

对本报记者表示，!)#! 年赴泰国游
客数量比 !)## 年增长 #*,，旅游收
入增长 !%,，达到 /+*) 亿泰铢 （约
合 $!! 亿美元），尤其中国游客的大
幅增长极大促进了泰国旅游业发展，
“希望 !)#$年的中国赴泰国游客达到
$))万人次，并增加在泰国的旅游消
费”。据老挝《万象时报》日前报道，
!)#! 年共有 #/ 万中国游客前往老
挝，比 !)## 年上涨 !+,。马来西亚
旅游局在去年初表示，!)#! 年的目
标是吸引 #*)万中国游客，而当年 /

月末赴马中国游客就已经达到了 ##&

万。此外，新加坡、柬埔寨等东盟国
家亦成为中国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之一。

中国成东南亚旅游主力军
首站前往东盟旅游人数接近千万人次

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面临什么样的机会？

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中小企业论坛日前特意

邀请东盟国家驻中国的外交官参加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东盟外交官释放了一个信

号———“欢迎中国企业到东盟投资”。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发展迅

速，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

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1991年建立伙伴关

系，22年来，双方的政治关系发展非常快，已经

从建立对话和睦邻互信，到建立了战略伙伴关

系。中国东盟合作最大的亮点是经贸合作，双边

贸易从 1991年的不到 80亿美元增长到 2012

年超过4000亿美元。

东盟国家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到东盟

投资。泰国驻广州总领事梅碧珍表示，东盟现在

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东盟国家

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的企业带来了商机，泰国愿

意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目的地，鼓励中国的公

司继续通过泰国向东盟国家增加投资。

为了引起关注，有的东盟国家用“华人”拉投

资。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翁忠义介绍，

马来西亚总面积 33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

2900万，其中华人占了22%。此外，马来西亚的地

理位置优越，坐落在东南亚中心点，马国北方有

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南面有菲律宾、

印尼。到马来西亚投资，可辐射周边广大地区。印度尼西亚驻华

使馆商务参赞马龙珞说，印尼人口2400万人，其中10%的人口

也就是200多万人是华人，中国企业在这里会有很多机会。

显而易见，东盟国家为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做了充足的

准备。东盟是中国的近邻，更是中国的朋友，东盟欢迎中国企

业投资。 （作者为本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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