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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角吹响，大幕将启。首届

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 !" 届昆

交会，正在向我们走来，越来越

近。我们已听到了它的脚步，看

到了它的身影，感受到了它的气

息。#月 #日，它将揭开那充满

异域色彩的面纱，让全世界的眼

睛看到它美丽的脸庞、让全世界

的耳朵听到她清亮的声音，全世

界将与它一起狂欢、一起律动，

尽享春城明媚的阳光。

去年确实是一个暖冬。对云

南来说，一件让全省人民沸腾的

事情更让红土地升温———经国务

院批准，已成功举办了 $届的南

亚国家商品展正式更名升格为中

国—南亚博览会，于每年 # 月 #

日至 "%日与昆交会同期举办。

从那时起，七彩的云南慧心

巧思，悉心酝酿着一个秀丽端

庄、落落大方的南博会。南博会

这个新名字也将与云南绿色的本

性、民族的特质、开放的姿态、

发展的劲头紧紧联系在一起。

围绕南博会，头脑风暴将在

云南刮起智慧的旋风。闻名遐迩

的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年会每

年都成为全球的焦点。近几年，

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背景下，中国

与印度两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大国

每每碰头也必然引来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这其中，已经成功举

办 &届的中国—南亚商务论坛，作为中国与南

亚各国间高层次的对话平台成为人们探索“龙

象共舞”的重要渠道。加上今年南博会期间的

中国—南亚经贸高官论坛和首次举办的中国—

南亚智库论坛，必将会有政要聚首、信息聚

集、智慧碰撞。谁又能说，南博会系列论坛不

会成为下一个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昆明不

会成为引领区域合作的标签呢？

共享南博会，云南舞台让你成为主角。南

博会的号召力从“一位难求”中就可窥见一

斑。超过一半的展位被国外参展商订走，国内

企业也将组团进场。不仅如此，会期将举办的

采购商大会也引起了联合国专司商品采购机构

的关注，现已确定届时联合国采购司和项目促

进服务司的官员将到会并作采购说明。平台带

来机遇，机遇释放魅力。在南博会的舞台上，

每一个企业，无论大小，都有展示的空间，都

可以演绎自己的精彩。

春城已经准备好通畅的道路和沿路的美

景，会展中心已经准备好场馆与服务，志愿者

们已经准备好笑容，精彩南博即将绽放。我们

有理由相信，首届南博会带来的一切梦想和惊

喜，会在千千万万的辛勤双手中孕育、成长，

结出饱满丰硕的果实。

远方的客人，南博会期待你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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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堡资讯

云南工业园区发展强劲
一季度工业总产值 "'$(亿元 同比增 !#)#$*

本报电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在全省园区经济发展调研
汇报会上公布，今年云南园区发展保持强劲势头，一季度全省工
业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达 "'$()+&亿元，新引进项目 +'&个。

据云南省工信委统计，今年 " 至 + 月，全省纳入统计的
"!"个（在去年基础上增加 +个园区报送数据）工业园区完成
工业总产值 "'$()+&亿元，同比增长 !#)#$*，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完成 "#&#)'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 亿
元，增长 +!)+&*；全部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 亿元，
增长 !#),,*，全部企业完成利润 ""$)!, 亿元，增长 ,&)(*，
实现税金 !$()"# 亿元，增长 !#)"(*，安排 '%)!# 万人就业，
增长 ",),+*。

另悉，今年一季度，云南省 "!"个工业园区完成基础设施
投资 &()$"亿元，其中 $&个省级工业园区完成 $')&+亿元；投
资额超 "亿元的园区有 ",个，工业园区建成标准厂房 "+%)$(

万平方米。另外，一季度 "!" 个工业园区招商引进工业项目
+'&个，完成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利用省外资
金达 "$!)%#亿元，利用外资达 ")+亿美元。

合作结硕果 百姓仓廪实

粗壮的棒子上籽粒饱满，吃起来甜糯
可口，唇齿留香，这就是“甜糯 '''”；同
一穗具有 $ 种颜色籽粒，各项品质指标均
超过国家食用玉米一级质量标准，“云甜
玉一号”让人过目难忘……随着不断加深
的国际合作，利用外引种质选育的高产优
质杂交玉米品种也“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我们的餐桌上精彩亮相。

玉米作为云南省第一大粮食作物，是
全省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多年来，云南
省农科院粮作所与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大
学、南非南塔大学等国际机构开展合作，
承担了亚洲玉米协作网项目、全球挑战计
划项目、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项目等多
项国际合作项目。不断涌现的优质蛋白玉
米、超甜玉米、高油玉米等杂交玉米新品
种，有不少便是国际合作创造的成果。

+ 月下旬，在德宏举行的云麦品种境
外和国内现场观摩会获得成功。业内人士
评价：云南麦类育种成果突出，推广应用
广泛，为云南桥头堡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
通过与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 余年合
作，云南已经成为我国直接应用该中心品

种的最大省份，生产上 '$*的自育麦类新
品种都含有国际玉米小麦改育中心育种材
料血缘。合作期间，世界知名慢锈病育种
家 -./0 1.234 博士、国际干旱农业研究中
心大麦育种家 560/.7 809:;;.2. 博士多次到
云南指导麦类育种研究，省农科院利用外
引种质育成的“云麦 $& 号”、“云大麦 "

号”等麦类新品种已遍布云南。从强筋小
麦到弱筋小麦，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各种
面点里，同样闪现着国际合作的身影。

国际味儿浓 云南果蔬香

草莓、红梨、柠檬、辣椒、大白菜
……这些在各大菜场都可见到的新鲜果蔬，
也或多或少带有国际合作的烙印。就拿眼
下正当节令的新鲜蚕豆来说，蚕豆炒腊肉、
豆米酸菜汤，在这些让我们一饱口福的菜
肴里，也有国际合作的功劳。食用豆作物
作为蔬菜，可算得上是云南省外销量最大
的大田蔬菜种类。从蚕豆、豌豆、芸豆
（菜豆）、豇豆到木豆，迄今为止，云南省
农科院粮作所已执行了 "' 项豆类引智项
目，育成了一批叫响云南的豆类品种，在
全省的推广面积日益扩大。

与韩国庆尚北道农业技术院合作选育
的草莓吸收了日本、美国草莓的优点，既

好吃，又耐储运，芳香扑鼻；与
新西兰皇家园艺所合作选育的云
南红梨，汁多、肉细、质地甜

脆、耐储运，口感纯甜或酸甜适中，能满
足不同人群的消费。目前，“云红梨 "号”
在省内推广的同时，更跻身国际高端果品
市场，出口国外。

合作启新篇 科技惠民生

+月 !' 日，云南省农科院园艺所与韩
国庆尚北道农业技术院在昆明签订 《辣椒
和果树育种与区域适应性试验》合作协议，
双方将相互交换辣椒和果树 （主要是柿子
和蓝莓） 资源并进行评价、利用，共同选
育辣椒和果树新品种。此举，揭开了
园艺国际合作新的篇章。
“中韩药用植物提取库建立”、

“中美甘蓝型油菜种质创新研究”、
“中法云南南部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大湄公河次区
域跨境农业科技合作”、“大湄公河次
区域热带水果良种引进及示范推广”
……屈指算来，云南省在农业科技方
面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为数不少。这些项
目充分发挥了合作的纽带作用，创造了良
好的局面，为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农
业科技桥头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渐深入的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精彩
呈现的农业研究成果，让云南人吃有口福，
享有实惠，更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增
添了一抹亮色。

说到南，
人们想到的是方向，

是南方，一个贸易往来繁
荣、人文资源丰富、自然环境良

好的南部中国。如今中国企业有了
一个新的方向，他们把目光聚焦云南，

面向南亚、东南亚甚至是南非，发现了一
个约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区域大市场。在这个
区域中，中国企业将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自 !%%( 年中央提出建设面向西南开放的桥

头堡的战略目标后，云南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高
度。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召开，无疑是为
国内外企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我展示平台；而同期
举行的昆交会更是锦上添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与南
亚、东南亚各国的企业产业对接。
云南作为中国西南边陲省份，具有天然的地理位置

优势。随着公路、铁路和航空继续向南向西延伸，云南
将成为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交通枢纽。并且，云南
在工业、科技等领域具有相对优势，又有西南六省区市的
经济技术实力作为后盾，这使得云南省可以以经济贸易作
为通向南亚、东南亚的先导，以昆明—河内、昆明—仰
光、昆明—曼谷、昆明—加尔各答 ,条交通干道为桥梁，
辐射东南亚、南亚乃至南非。这样的优秀条件大规模吸
引了东部投资和外商投资。目前，云南省正加快建设与
东南亚、南亚经济贸易合作的跳板，加强与东盟南亚各
国贸易往来，参与到全球经济贸易竞争中，提升云南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让国内外企业把云南作为走向东
南亚、南亚和在中国投资的桥梁。

早在 !%%( 年以前，<=>?、@A.A0B 等国际知名
企业就将目光投向南亚、东南亚地区，而国内的
一汽、海尔等知名品牌也在这片区域探索新的
机遇。接近全球一半人口的超级大市场和刚
刚起步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这片约 (%%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世界上最具投资
吸引力和商业魅力的地区之一。有
数据显示，!%%% 年至 !%"! 年，

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总额从
$& 亿美元增长到 (+%

亿美元，年均

增 幅 超 过
!#!，其中中国自南亚
国家进口额从 "( 亿美元增
长到 !!# 亿美元，年均增幅约
!+!。截至去年底，中方企业在南亚
国家累计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额 "%#, 亿
美元，累计完成营业额 &%" 亿美元，均占
我国海外工程承包合同总额和累计完成营业
额的 ""!。在相互投资方面，!%"! 年中国对南
亚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近 , 亿美元，同比增长
+(!，南亚国家对华实际投资 $%%!万美元，涉及项
目 "$' 个。截至去年底，中国在南亚国家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存量近 ,% 亿美元，南亚国家累计在华实际
投资近 & 亿美元。这些数据更直观地说明了近年来我
国与南亚之间密切、频繁的贸易往来。

没有一路坦途，也没有一帆风顺，如此优越的条件
也伴随着挑战与风险。中国企业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很多，比如年龄差异使老一代人对于白酒、茶叶、瓷
器等传统商品情有独钟，而青少年则偏爱欧美高科技产
品。这种差异要求企业为满足多种年龄层次的需求走多样
化商品路线。另外，它们还要面对来自欧美日发达国家跨
国公司的挑战，以及东南亚、南亚地区本土企业的竞争。
如何让中国企业在此立足并长久经营，是一个值得深度
思考和探究的问题。首届南博会和成功举办了 !%年的昆
交会，给中国企业与南亚、东南亚知名企业创造了一个
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机会，使它们了解企业在南亚、东
南亚国家地区的运营模式以及管理经验。有了了解，我
们的企业才有经验，有了经验才有准备，有了准备才
好应对。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 !(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
的企业报名参展南博会，预计室内展位超 !,%%

个。国内部分的机电馆展位 $%#个、生物资源馆
展位 $%+个，此外还有 &%%%平方米的室外展
区。从这些抽象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
各大企业对于东南亚、南亚这片区域
的投资热情，相信有更多的企业把
目光转向这里，相信南博会将
为企业产业走出国门提
供难得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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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批国际合作育成的粮经作物新品种登上农

业舞台，云南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和

“果盘子”变得更加丰盈———

国际科技合作

增色高原特色农业
陈云芬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专家在云南

指导工作 （云南日报供稿）

南博主题曲评选揭晓
本报电 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优秀主题歌曲评选日前揭

晓，"%首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首届南博会主题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由云南省昆明市委宣传

部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共同举办，于今年 !月 !#日启动。截
至 ,月底，共征集到国内词曲作品 "&,首、印度等 #国创作歌
曲 !"首，最后选出徐荣凯作词、万里作曲的《相约昆明 相
约未来》，关月作词、晓耕和刘晔作曲的《相聚彩云南》，扎希
德·阿巴斯作词、哈立德·阿兹哈尔作曲的《中国南亚，大爱邻
邦》等 "%首中外优秀作品。其中，#首由中国地区选送，,首
由南亚国家和地区选送。

连续降雨有效缓解滇旱情
抗旱应急响应降为一般级

本报电 据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透露，,月底以来的降
雨使云南大部分地区的旱情得到有效缓解或解除，按照《云南
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相关规定，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
将全省抗旱应急预案由重大级（!级）降低为一般级（"级）
应急响应。但当前旱情尚未完全解除，人畜饮水困难依然存
在，各地要继续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全力做好保民生、保春
耕、保发展、保生态工作。

截至 $月 #日，全省有怒江、迪庆、西双版纳 +个州旱情
已解除，!$个县（市）达到雨季开始期标准；气象干旱已由 ,

月底的 (&站、占全省总站数的 &(*，减少到 ,%站、占全省总
站数的 ++*，减少了 $& 站；人畜饮水困难已从 , 月底的
+,()&#万人、"&()"!万头减少到 +%&)'"万人、"#$),万头。

截至目前，云南通过争取国家支持和省级财政投入，已筹
集投入抗旱救灾资金 !%)(&亿元。今年以来全省共有 ,%"万人
投入抗旱救灾，实现抗旱浇灌面积 &$, 万亩次。截至 , 月 +%

日，全省库塘蓄水总量达 ,$)'! 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多蓄
"!)'亿立方米，比多年同期多蓄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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