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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加快
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领导小
组办公室获悉，国务院桥头堡建设部
际联席会议机制启动以来，云南大通
道建设、能源保障、境外投资项目进
度加快。

去年，!""项桥头堡建设重点项
目在建和新开工 #$ 项，累计完成投
资 %%#&$' 亿元，其中：大通道建设
完成投资 '(%&!) 亿元，占 '#&%*+；
水利、能源保障体系完成投资 ,)$&*)

亿元，占 #*&!+；特色优势产业完成
投资 ,'&!!亿元；对外合作交流完成
投资 !&((亿元。

桥头堡建设重点项目中，去年共
有在建项目 $# 项，完成投资 *)%&$*

亿元；新开工项目 !% 项，完成投资
$%&!) 亿元；重点前期工作项目 (%

项，完成投资 ()&*#亿元。
去年，大通道建设进展明显，中

缅国际大通道联络线清水河口岸至登
尼二级公路已开工建设，中老泰国际
大通道境外段勐腊（磨憨口岸）至老
挝万象铁路已经启动，昆曼公路清
孔—会晒大桥合龙通车在即，中越国
际大通道境内段昆河铁路玉溪至蒙自
段进入试运行阶段，昆蒙高速公路石
林至锁龙寺段主线贯通，中缅印国际
大通道境内段保山至腾冲高速公路建
设进入收尾。

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境内段）目
前全线开工建设，天然气管道预计今
年 #月建成，原油管道预计今年 )月
建成；境外 (" 万吨原油码头工作船
码头已建成。阿海、功果桥、糯扎渡
等水电站一批机组建成投产，列入计
划的 !, 项“两江”水电开发去年累
计完成投资 $#$&', 亿元，占桥头堡
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的 ,'&(*+。

云企“走出去”步伐加快，其
中，云南海投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
发区已明确为老挝经济专区，正按照
国家级境外经济合作区标准进行规划
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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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通道也是景观大道———

路从景区过 车在画中行
戴振华 夏体雷

( 月的柬埔寨正值旱季，田野枯黄，河道消
瘦。在距首都金边 !"#余公里处，贡布省甘再水坝
下游河道流水淙淙，岸边榴莲园郁郁葱葱。“响水
河”景区恬然清凉，水边搭起的茅草亭里，游人在
热带午后尽情享受柬埔寨的“农家乐”。

而此时在不远处上游发电厂房，中国工程师们
与柬埔寨同行正紧盯电脑屏幕，密切监控上游甘再
水电站的运行情况。对当地人来说，中国水利建设
项目为这个柬埔寨西南省份带来的远不止旱季清
凉，更有令人喜悦的光明。
“你们知道河上游有一个中国人建的大坝吗？”

入夜，在贡布集市旁一家叫“维罗尼卡厨房”的咖
啡馆里，一名优雅的柬埔寨女服务生听说记者来自
中国后，主动提起了中国人建设的大坝和水电站。

看过记者在大坝拍摄的照片，她不停地点头，
“就是这里。你问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现在电
价便宜了很多。我们这里更亮了。”
“中国人做了一件大好事。”雷·卡布勒在贡布

河畔经营一家名为“贡布河畔酒店”的客栈。守着
吧台，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店主告诉记者，以前贡
布用电从越南购入，大概是由于路途远损耗严重，
每度电约合 $#美分，不但价格高，更糟糕的是经
常出现故障，差不多一天断电三四次。而现在中国
人建的水电站并网发电后，电价降到 %$ 美分，电
网也稳定了，当地已基本不再停电。

站在烈日当头的大坝上，中国水电甘再项目公

司电站运行部总工程师李永强告诉
记者，作为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第一
个 &'(（建设、运营、移交） 境
外水电项目，自 %#!% 年 ! 月正式
投产以来，甘再水电站已为柬埔寨
国家电网输送了 )亿度电，高峰期
为金边电网提供 )%*的用电量，有
效改善了柬埔寨的电力供应状况。

李永强说，项目从 %##+ 年开工建设到目前实
现商业运营，每一阶段都对当地发展起到了积极推
动作用。在当地中国项目公司的培训和指导下，越
来越多的柬埔寨人掌握了劳动技能，从普通农民成
为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产业工人。此外，水坝建
成后，水电站周边形成风景区，拉动了当地旅游业
发展。

甘再水电工程在柬埔寨当地有“小三峡”之
称。甘再水库总库容达到 +,%亿立方米，有效容量
为 $,+亿立方米。它巨大的库容可以在柬埔寨典型
的旱季雨季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往年雨季必至
的洪水得到控制，当地生态环境出现改观。贡布，
这个昔日备受青睐的度假胜地越来越美丽，也为更
多人喜爱。

贡布省省长科坤胡告诉记者，“贡布是旅游胜
地，所有的度假区、酒店、客栈、餐馆都离不开电
力，中国水坝极大地帮助了本地区旅游产业发展，
惠及贡布居民。”

柬埔寨工业、矿藏和能源大臣隋森日前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柬埔寨贡布、茶胶、干丹等多个省
份和金边巿上万家庭和企业受益于甘再大坝。中国
的水电站对柬埔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作出了重大贡
献。

甘再水电站只是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一个缩
影。在柬埔寨，除装机容量为 !-,!!万千瓦的甘再
水电站外，还有俄勒赛、斯登达代、斯登沃代、基
里隆一号与三号等另外 ,个水电项目为中国企业投
资建设。目前，甘再、基里隆一号与三号已完成建
设并成功投产发电。!% 万千瓦的斯登沃代水电站
将于今年投产发电。到 %#!" 年，装机容量为 %),.

万千瓦的斯登达代、$$,/万千瓦的俄勒赛水电站也
将相继完成建设，并投入商业运营。这 #个由中国
企业建设并运营的水电项目将成为柬埔寨电力的重
要支撑。

中国企业不仅在“走出去”战略中走出自己的
发展之路，更走出世界共同发展之路。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其冰 李 弘）

点 亮

云南是全国修建高等级公路和高
速公路较早的省份之一，但公路对于
云南人来说，不仅是一条通道，更是一
个美丽的景观，这一点在昆曼公路的
修建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作为面向东
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昆曼国际
公路全线由中国境内段、老挝段和泰
国境内段组成，本身就是一条连接三
国贸易和民间往来的大动脉。从昆明
到曼谷的一路上风光旖旎，公路穿越
地带基本上都是热带雨林的地貌，车
行其间，犹如置身于热带画卷之中。

思小公路上与野象邂逅

中国首条穿越自然保护区的生态
高速公路———思（茅）小（勐养）高速
路，自 '""# 年以“绿色养眼”、景区式
的绿色面目示人后，不仅被誉为“中国
最美的高速路”，而且还被国家相关部
门评定为免费开放的 --级旅游景区
公路。

驾车由普洱进入思小高速公路西
双版纳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普文坝
子一望无际、袅袅炊烟的田园风光，
公路两旁成片的香蕉林让人一下子陶
醉在热带风光的迷人意境之中。

沿着大渡岗万亩连片的绿色茶
海，穿越 (*公里长路段的热带雨林，
绿被遮天，秀色养眼；其间，关坪段
则又是一番橡胶树此起彼伏、水果满
枝的别样风光。而在野象频繁出没的
野象谷段，早在公路建设期间，就先
后有野象 '" 余次成群结队地来到附

近“视察工地”。
“高速路上驾车观风景，安全

吗？”笔者曾和不少人都有这种担心。
不过在多次的驾乘体验中，完全打消
了这样的顾虑。从可以观看普文田园
风光的松山岭停车区、大渡岗万亩茶
园到野象谷服务区等设立 *处的观景
点来看，每一个观景点不仅设计建造
了美观和方便游人的观景台和观景
亭，而且还有供游人安全停放车辆的
临时停车点，驾乘人员停车观景并不
会妨碍高速路的正常交通安全。

通车至今，观测人员观测到野象
群在思小高速公路行动的次数已超过
,"次。

公路管理部门介绍，重在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小高速公
路，由于创造了“第一条没有石砌边
坡”、“第一条实行全程电子监控”
等多个云南公路建设的“第一”，加
上其独特优美的景色，因此通车至
今，到思小高速公路观光、考察的人
士日趋增多。

用好优势赢得更大发展

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云南将加快铁路、公路、机场在建项
目建设。做好玉溪—磨憨、祥云—临
沧、弥勒—蒙自等铁路前期工作。确
保大理—丽江高速公路年内通车，开
工建设蒙自—文山—砚山、嵩明—昆
明等高速公路，加快推进玉溪—新
平—临沧、丽江—香格里拉、保山—

怒江等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实施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配套完善续建工
程，加快腾冲机场改扩建，推进迁
建、新建机场前期工作。

在云南交通路网建设中，昆明到
河内、曼谷、仰光、吉大港 $条国际
公路都将云南与东盟和南亚紧紧联系
在了一起。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张长生介绍，云南打造的以昆曼公路
为代表的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大
通道，都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沿海地
区紧密相连。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
立，酝酿了长达 !, 年之久的从昆明
至新加坡的“泛亚铁路”云南段，东
线、西线、中线、北线 $个方向出境
铁路已陆续进入准备和开工阶段。通
过云南，中国铁路将与东南亚、南亚
各国的铁路网贯通连接，为缺乏出海
口的西部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面

向南亚和东南亚的铁路目前开工的已
经有两条，一条是昆明至蒙自至河
口，通往越南；第二条是大理至瑞丽
铁路，通往缅甸；同时，正在积极推
进玉溪—磨憨—老挝这条铁路的前期
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开工。

张长生说，随着这些公路和铁路
国际通道的陆续开建，在不远的将
来，泛亚铁路、昆曼公路连通贵昆、
南昆快速铁路，然后可以连接贵广快
速铁路和南广高速铁路……到时候，
从广州乘火车将有望在一天之内抵达
曼谷或是东盟各国，形成一条横贯中
国东西部，连接东盟和南亚的国际大
通道，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在内的
西部省区将在这条大通道上占据更重
要的位置，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本报电 “黑陶制作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将传统文化保护和
传承下去。这些黑陶的盆盆罐罐，真的可以说是汤堆村的‘聚宝
盆’。”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乡长松晓明指
着汤堆村的黑陶制品说，在汤堆村，手艺纯熟的黑陶艺人一年的
收入能达到六七万元；许多过去以运输业为主要副业的家庭也
转向经营制陶业。

在尼西乡通往汤堆村的一个岔路口，公路两侧的坡地上堆
满了陶陶罐罐。

汤堆村是尼西乡以制作藏族黑陶而闻名的村子。今年 )%

岁的藏族村民国军华是村里黑陶制作的带头人之一，他从五六
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黑陶技艺，也是家族里黑陶烧制的第七
代传人。

国军华说，汤堆村的黑陶在几千年前就有了，现在不仅制
作传统的土锅、土罐、火盆等，还增加了制作烟灰缸、花
瓶、酒杯。“用黑陶器皿做出来的饭菜色鲜味美，不仅迪
庆州家家户户都习惯使用黑陶，在大理、丽江、拉萨等
地黑陶制品也很受欢迎。”

国军华 %##"年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门从事
黑陶制作和销售。他说：“我们采取的是公司0农户的
形式，农户制作完成之后，公司统一销售，这种专业化
的管理更有利于黑陶技艺的发扬和推广。”

国军华介绍，现在村里已经有 !!%人与公
司签订了协议，公司去年的销售额达到了
)##多万元。“现在黑陶的市场需求量太大
了，我准备在村里建立一条简单的生
产线，提高产量。”

国军华说，传统的黑陶制
作都是手工的，且工序繁琐，
影响了黑陶产量。“我到景德

镇、清华大学等地方参观
考察之后，打算引进几台
碎土机和搅泥机，以节省
准备原料的时间，但是在
制作阶段必须是手工完
成，要不然黑陶就失去了
生命力。”

藏族黑陶火起来

春茶开采
3月以来，云南省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茶叶主产区梁河县

的5.2万亩春茶开始进入首轮采

摘期，茶农们纷纷入园采茶。今

年开春，梁河县推广使用茶园生

物防控新技术，有效预防了茶叶

病虫害，并保障上市春茶不带农

残，同时还让种植户每亩茶地节

约防虫投入160元。图为囊宋阿

昌族乡关璋村的阿昌族妇女在采

摘春茶。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柬埔寨旅游胜地

中国投资

贡布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