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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商在滇投资1500亿元
本报电（陈云芬）从近日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福建总商会第四届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暨理监事就职庆典上获悉：经过多年发展，云南省福建总商
会目前在云南省州市县闽籍商（协）会达 !"家，闽商在滇投资达 #"$$亿
元。

会上，福建总商会向云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和昆明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分别捐赠资金 %$$万元和 &$万元。

云南八成坝地将获永久保护
本报电（朱丹）日前从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云南省保护坝区农

田建设山地城镇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云南省已在 #"个州市
开展低丘缓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试点工作，一期开发用地面积 #!'(( 万
亩，已开发 !'(%万亩；共搭建融资平台 ")个，到位资金 %*"')*亿元。

通过规划调整完善，坝区 +$,以上的现有优质耕地将划为基本农田永
久性保护。此次调整加强了对坝区优质耕地的保护，实现了“建设用地上
山，基本农田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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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 37届

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云南哈尼梯

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名录。哈尼梯田成为我国第四十

五处世界遗产，是云南省继丽江古

城、三江并流、石林、澄江化石地

之后的云南省第五项世界遗产。

哈尼梯田申遗的成功，是国际

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

高度认可，彰显了中国对人类文化

遗产的认知、尊重。在旅游人数日渐

增多的今天，如何在发展的前提下

保证环境的原有生态成为产业的重

中之重。业已获得众多美誉的云南

省，如何可持续打造旅游产业升级？

一要遵循“严格保护、统一管

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

针，将云南旅游资源集“保护、开

发、经营、反哺”为一体，在政府

主导下，用市场运作的手段，统筹

做好旅游资源的一体化管理。

二要树立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

目的地形象。云南旅游资源丰富，不

只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丰富的

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

云南旅游产业升级版，需要以自然

资源旅游观光为基础，建立景观遗

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融合的旅游

产品体系，以丰富的遗产资源要素

为核心，加快对旅游配套设施、旅游

环境、旅游线路、游客参与体验的活

动项目的开发建设。

三要确立旅游产业导向。打造云南旅游产业升级版，需

要注重旅游资源、资本、市场和本土文化软实力建设，推动

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化，从而增强资源掌控、项目孵化、

产业培育能力，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利用之路。

打造成功的旅游文化产品，独具特色是重点。加强旅游文

化相结合，方可打出云南绿色文化旅游强省的靓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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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力发展培育高原特

色魔芋产业，被评为全国魔芋种植基地重点县、全国魔

芋加工基地重点县。2012年富源县魔芋种植 12.1万亩，

产值 4亿元，种植魔芋农户户均收入 14101元，人均魔

芋收入3079元。

左图：云南农科院培育的魔芋杂交种。

下图：云南富源县农民在魔芋种植基地除草。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高原魔芋促农增收

据新华社电 （记者秦朗） & 月 %+ 日，在云南省
丽江市石鼓镇举行了以“保护山川河流、建设美丽丽
江”为主题的保护山川河流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据介绍，此次活动将开展义务植树、现有林木绿
地认建认养、普及垃圾分类、保护野生动植物、倡导
重点景区文明旅游等系列活动。据了解，丽江市地处
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
的核心区，拥有全国 %$,以上的高等植物和 %",的动
物种数。

图为志愿者通过互动形式向当地学生介绍垃圾分

类和资源转换等环保知识。新华社记者 秦 朗摄

张潇予

云南是集山区、民族、边疆、贫
困为一体的省份，独特的生态资源是
云南最突出的优势，也是未来发展的
潜力和希望。

近日，云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
委员会结合云南省“产业建设年”活
动，邀请委员和专家分赴红河、文
山、普洱、西双版纳等州市，就加快
云南省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开展调研。

直视问题

找准“大资源、小产业”症结

在三七主产区砚山县，全县有 ##

个乡镇、!"%*户种植三七，在地面积
& 万多亩，按现价可实现种植产值
%+'(亿元。而在浙江省安吉县，一个
小小的毛竹物种，能带来每年 #$$ 多
亿元的产值，相当于整个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三七产业的总产值。
“加工生产的竹产品涵盖 ( 个大

类 *$$$ 多个品种，全县大大小小有
%*&$ 多家竹子生产企业，从业人员
!"$$$ 多人，这样的发展是我们目前
想都不敢想的。”云南省林业厅厅长
助理陈学群说。
“大资源、小产业”，是目前云南

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的瓶颈。调研组认
为，瓶颈有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
件是基础，产业基础没打牢，就急着
往前跑，导致难成气候。

对于生物产业来说，种植是第一
位的，只有在产量有保障、质量有保
障的基础上，才能谈发展。云南省发
改委经济研究院综合部主任魏里程认
为，“应加强物种研究，发展科学化种
植。”她建议，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
资源，首先在物种上做文章。

软件是后续的开发和包装，卖的

是产品、科技和消费。
目前，软件上的瓶颈深刻制约着

云南省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资源利
用率低，基本处于初级产品加工阶
段；资源整合不够，生产企业大部分
处于小、散、乱状态；缺乏产学研和
创新联盟，产品含金量低；没有形成
品牌效益，无法拥有市场话语权。要
突破这些瓶颈，云南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发挥优势

开展突破瓶颈的有益探索

走进普洱市营盘山万亩生态茶
园，漫山翠绿的茶树尽收眼底，浓郁
厚重的茶文化气息扑面袭来。在这
里，不仅能领略万亩茶园的美景，呼
吸清新的空气，还能一边品茶一边了
解普洱的茶文化。

这是普洱市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的
一次有益探索：把茶园种植与观光旅
游相结合，在推动茶产业发展、保护
生态文化的同时，带动三产发展。同
时，普洱市通过引进天士力、康恩
贝、星巴克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利用
这些企业在资金、科技、品牌、管理
等方面的优势，为产业注入活力，打
开了省内外市场。当地村民在“公
司-农户-基地”的模式中，得到了销
路和收益上的保障。

这样的探索极具代表性，对破除
“大资源、小产业”瓶颈的制约尤为
重要。
“发挥优势，补齐短板。”调研组

认为，经济并不发达的云南，资源是
最大的优势，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则
是其中的两张王牌。把丰富的资源转
化为经济效益，需要靠产业发展来实

现，生物产业和旅游业将是云南绿色
生态产业未来的发力点和突破点。

云南也许不敢与沿海地区拼
./0，但“拼生态”，云南一定有信
心。

打好王牌

绿色发展生态先行

云南是一块净土，承受不起生态
环境之痛。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云
南的核心竞争优势将丧失，作为支柱
产业的旅游业、生物产业也将失去生
存和发展的载体。云南要做的就是保
护和发展好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生态
资源，探索“绿色生态”的发展模式。

不久前召开的云南省“产业建设
年”动员大会强调，坚定不移地走集约
发展、创新发展、融合发展、绿色发展
和特色发展之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
益，努力打造云南经济“升级版”。

打造经济“升级版”，这就要求
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生态
保护和产业发展必须一手抓。
“浙江省安吉县除了每年 #$$ 多

亿元的毛竹产值，还是联合国人居奖
获得县和全国首个生态县。在多年的
产业发展中，生态环境没有成为 ./0

的牺牲品，反而促成安吉毛竹享誉国
内外。”陈学群说，“生态”也是云
南最有利的标识，不论产业如何发展
都不能丢弃。

经过调研，专家们认为，云南省
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正探索、开辟出
一条符合云南实际、有利于生态保护
的路子，在研究问题、总结成绩和探
索提升的基础上，云南省绿色生态产
业的未来将迎来一次“大转身”，
“大资源”不再只是“小产业”。

保护山川河流志愿活动启动

7月 1日，

云南河口口岸将

全面进入通关无

纸化时代，通关

无纸化将河口口

岸信息化程度再

大幅提升。

图为河口北

山国际货场待出

境车辆。

林 燕文1图

块菌

在云南，人们把块菌叫“猪拱菌”。因其口感
不大众，它的市场价值和知名度远不如干巴菌、牛
肝菌等常见野生菌；在欧洲，它是价值千金的珍馐
美味，被追捧者称为“来自天堂的味道”。它们，
一个名叫云南块菌，一个名叫松露。由于口味上和
认识上的差别，产自云南的松露价格只有欧洲松露
的 #1#$。

云南块菌和欧洲市场昂贵
的松露是一回事吗？云南块菌
优势何在？近日通过专家验收
的云南省科技创新强省国际科
技合作专项项目———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新西兰皇
家植物与食品研究所合作承担
的“中国块菌遗传多态性及其
菌根组合和人工种植”回答了
这些人们关注的问题。

采集标本

为云南块菌正名

在科学研究领域，松露习
惯性地被统称为块菌。多年来，云南省甚至中国的
块菌一直处于种类混乱的状态，导致了人们对松露
认识极其缺乏。为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云南块菌的分
布状况、价值及开发前景，项目组对中国 #$个省，
云南省的 *!个县进行了野外考察与标本采集。

在采集大量标本的基础上，研究组完善了块菌
属下 !个组的分类系统，纠正了一些物种名称的误
用或混乱。首次确认，在中国分布的块菌属种类有
!#个种，其中发表 ! 个新种，发现 #% 个白块菌新
物种。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刘培贵研究员说，这
些白块菌类群具不同的香味。白松露比黑松露更加
珍稀和昂贵，过去只发现在意大利及克罗地亚的北
部有生长，如今在云南发现大量的白块菌类群，这
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系统研究

为云南块菌找“亲戚”

通过研究，项目组明确了一直存在着争议的国
产黑块菌所涵盖物种。通过群体遗传学研究，构建
了印度块菌的 "个居群的遗传发育关系树，表明攀

枝花和楚雄地区的块菌遗传关系最近，而怒江地区
的块菌遗传发育关系距其它居群较远。刘培贵说，
这些研究充分证明地理隔离和人为过度干扰导致了
块茵基因交流、物种扩散受到严重干扰和阻断。

在国内，松露之所以价值昂贵，和它的生长环
境严苛有很大关系。但项目组在研究中却发现，国

产块菌对土壤等要求及适应性却很宽泛，因此产量
大而集中，分布广，共生树种也比世界任何地区都
丰富多样。据介绍，国产块菌不仅有与栎等阔叶树
形成菌根关系，更多的是与松、云杉和冷杉等针叶
树形成菌根关系，生态多样性更加丰富。

在研究中，项目组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
象，在印度块菌（中华块菌） 菌塘内的紫荆泽兰几
乎全部被抑制甚或杀死，这一意外重要发现
也为紫茎泽兰的生物防控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菌根合成

为云南块菌谋出路

开展块菌研究，不仅是要为云南块菌正
名，更重要的是为云南块菌谋市场。多年前，
刘培贵就带领他的研究组成功创制了块菌菌
根树苗的合成技术。在该项目，他们更是首
次展开块菌菌根根际和子囊果内微生物多样
性研究，明确了可培养微生物的生物多样性，
从中发现了促进菌种感染及菌根合成的优秀
菌株。在此基础上，项目组成功完成了 ! 个

块菌种与 &种树种的块菌菌根苗的合成。目前，该
项目已完成 #') 万株菌根苗合成和移栽，建立块菌
试验示范种植园 !+"亩，分别种植在文山西畴、丽
江永胜、玉溪易门、昆明团结乡、官渡区及东川等
地，包括在石漠化治理及荒山地区的种植。并成功
地产出首批成熟的块菌子实体，为块菌菌根合成及

其大面积推广种植和维护管理
做了充分的技术储备。
“再过四五年，我们就可

以收获自己培植的松露了。”
刘培贵说。这项研究的成功意
味着，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越
来越多的人能在适宜的季节吃
上云南特有的山珍：块菌。

“云南松露”
为何卖了“白菜价”？

熊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