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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一方面要保护野生亚洲象种群，另一方面大象频频破坏甚至
让庄稼颗粒无收。面对日益频发的大象肇事，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将规划
建设 !"##亩的“大象食堂”，种植大象喜食的竹子、野芭蕉等食物，以缓
解人象之争。

思茅区位于云南省南部、澜沧江中下游，近年来良好的生态和自然保
护区让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目前仅野生亚洲象就有 !$头。

大象的活动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影响，甚至给群众的生命和
财产带来损失，人象矛盾越来越突出。思茅区林业局局长李益川介绍，
%#&%年仅大象肇事就有 %!&起，甚至发生村民被大象袭击致死事件。
“从 %#&&年开始，思茅区探索由国家、省、市、区财政出钱向保险公

司购买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对野生动物肇事进行理赔。目前，理赔金额
逐年增高，%#&&年理赔 !%'万元，%#&%年理赔 '%#万元。”李益川说，通
过试点，群众因野生动物肇事的损失补偿由原来的 !#(提升到 "#(以上。
“为给大象提供一个食物来源地，我们计划在大象活动的范围里集中

种植一些大象喜欢吃的植物，再固定放置一些盐，把大象活动相对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也就是建立一个‘大象食堂’。”李益川说，以此实现既保护
大象又最大限度减少大象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影响的目的，缓解人象矛
盾。

据了解，思茅“大象食堂”预计总投资将达 %)#万元。目前，一期工
程 $##亩已于今年 )月开始建设，'##亩芭蕉已栽种完成，'##亩竹子将
于明年开春后栽种，一期工程还将配套建设人工盐巴池塘等设施，预计投
资 *$万元。

本报

电 云
南省招商
合 作 局 日
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

月，云南省引进
省 外 到 位 资 金

#$"%&!' 亿元，同比
增 长 (") ； 昆 明 以

*+*&+$ 亿元位列云南省
引进省外到位资金榜首。

!—!"月，云南省共签
订、实施国内合作项目 +(,%

个，其中，结转项目 %#*!个，
!" 月新增项目 #,' 个；引进省
外到位资金 #$"%&!' 亿元，同比
增长 (")，完成年度引资目标

#""" 亿元的 !"%&+,)。国内合作项
目中，投资额上亿元的项目共 #*%$

个，省外到位资金 $%'+&,, 亿元，占
省外到位资金总额的 +!)；在建和完
工项目共 ,+,# 个，占全省项目总数的
'$&++)。“招大引强”成效显著，项目
落地稳步推进。
云南省 !%州（市）引进省外到位资金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玉溪、

红河、保山、大理、临沧、文山、楚雄、曲靖 + 州市引进省外到位资
金已经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昆明、曲靖、临沧分别以 *+*&+$亿元、
$%#&%#亿元、$%$&($亿元位列全省引进省外到位资金额的前 #位。

“大象食堂”缓解人象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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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有条热闹的“ ”
本报记者 胡洪江 石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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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省广南县底圩乡普盆村开展丰富多彩的

传统农耕文化民俗特色旅游，让游客与村民互动，体验

乡村少数民族民俗。图为 3名游客在向当地瑶族妇女

（右二）学习采茶。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第十六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

编队于 11月 22日 14时顺利停

靠中国关累码头，标志着此次

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完

成。此次行动为期4天，

总航程512公里。图

为中方执法人员在

船上执勤。

新华社记者
秦 朗摄

云南土特产
线上销得
田逢春

俏

电子商务作为当今比较成熟的互联网应用模式，
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去的 *年，线
上购物体验，已经成为很多人购物的第一选择。

据《$"!#-$"!,年中国电子商务代运营行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机会分析报告》分析，预计至 $"!*年，中国网
络消费者的数量将激增至 #&$' 亿人，占城市人口的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云南省部
分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了土特产品“走出去”，
省外土特产品“走进来”的良性循环。

创新

在“土”字上做足文章

今年 *月，云南省有关部门陪同阿里巴巴掌门人
马云等企业家到普洱、西双版纳等地考察云南高原特
色农业发展情况，双方就如何借电商网络渠道让云南

农产品走向全国和世界进行了交流。马云在这次的交
流中认为，运用淘宝、天猫、菜鸟等平台将云南原生态
的健康农产品和生物制品进一步带入全国人民的菜篮
子，“意义重大、机遇广阔”。在这次考察中，云南的帝泊
洱生物茶、锦苑花卉、普洱永年茶叶、爱伲集团与阿里
巴巴达成合作意向。

今年 !月，云南省最大的土大姐特产网上商城营
运。这个由云南省本土企业云南萨德克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搭建的网络营销平台，投资 # 亿元，用 # 年时间，
把电子商务打造成国内第一网上土特产品销售商城，
实现年交易额 $"亿元，网络特产零售市场占 %"(的份
额。
“土大姐特产网上商城，有别于传统的营销经营方

式，采用现代的网上营销模式，创新网上销售渠道，生
产厂家无须投入任何费用，即可将产品在网上销售。”
云南萨德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发新介绍，所有在
网上销售的土特产品门槛很高，必须是省州市县政府、

质监部门认证的，所有证件齐全，优质、正宗的产品。宁
愿少做一些产品，但决不滥竽充数，真正把云南的土特
产品做到国内外，让国内外消费者买得放心。
“为了打造最实惠、最优质、最正宗的特产商城，

土大姐管理团队制定了一系列指标，其中重点是质
量，还有供货及时性和售后服务等。”高发新介绍，
对供应商采用平衡计分卡方式进行考察，包括：价
格、质量、交货及时率和服务等，另外还辅以付款条
款、退换货原则以及其他附加的成本 .物流和订购成
本/ 等各方面加权测度。

据了解，# 个月来该公司已累计实现网上销售 !&%

亿元，其中仅“双十一”活动一天销售额就超过 ("""万
元。

开 拓

深度挖掘土特产资源

配送物流及售后服务一直是土特产电子商务发展
的瓶颈所在。为破解这一难题，目前，土大姐特产商
城采取社会力量及自建物流两种方式开展物流配送。
即：大宗货品运用物流公司，中型货品运用零担托
运，小宗货品运用快递公司，同城二环内采用自建物
流。

'月 $日， 《云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 首次对外

公布，$"!$年度云南十佳创新网站评选结果揭
晓，土大姐特产商城榜上有名。
“公司的目标是把现有的土特产网络营销

平台打造成为网上土特产品销售商城。但目前
遇到了不少困难，与生产土特产的企业洽谈合
作，每谈一家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进展缓
慢。”云南萨德克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勇
说，希望商务、农业等部门能为公司牵线搭桥穿针引
线，把云南土特产资源真正挖掘出来。

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两强一堡”和“西部
大开发”等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建成，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云南
省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进农业产业化
发展的条件更加成熟。公司相关人士介绍，公司已与
中国电信、移动合作，国内外游客只要一进入云南，
手机短信即有土特产网上商城网址和云南土特产品提
示，极大方便消费者了解、购买土特产品。目前，土
大姐特产商城通过政府审批现已具备进出口权，建立
了海外网络交易平台，这对土大姐商城的进出口销售
起到一定作用。
“下一步，土大姐特产商城的全国特产销售网络

将全面铺开，根据土特产的特殊性，在全国 #" 多个
省会城市建立分公司或分支机构，通过各地的分库实
现‘当天下单，当日送达’，目标是做到 %")的业务
量通过自建物流完成。”高发新说。

▲河口口岸新联检大厅

里正在办理入境边检手续的

中越客商。

!在河口中越友谊大桥上过关的中越游客、客商。

本报记者 石 畅摄

虽然已是冬季，云南红河河口俨然依旧初夏，

燥热的不只是气温，还有在这里来来往往的通关行

人。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越南商客，跨越红河来到

河口做生意，于是沿河一带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越南

街”。即使是深夜，记者看到这里依然灯火通明、人

潮涌动，店主们操着越南口音不流利的普通话兜售着

咖啡、拖鞋等各种越南商品，河口日渐成为越南小商

品向中国各地批发的大市场……

跨境经合蓝图铺开

来自河口边防数据显示，河口年出入境旅客通关多达 #$"

多万人次。在河口口岸公路大桥，每天出入境车辆 %"" 余辆
次、进出境货物逾 $"""吨。河口业已成为云南省对越贸易最
大的陆路口岸。在这里，一个酝酿多年的规划正在提速实施，
河口将完成从口岸城市向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转变。
“中越两国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之后，

云南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支持红河州河口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
若干政策的通知》，上升到国家层面来推动的河口跨境经济区
建设已经进入了提速阶段。”云南省商务厅厅长熊清华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云南、广西已在 !!月 $$日前各自上报了一
个包括合作区建设定位、原则、区域划定、产业布局和范围、
实施措施等各项细节的具体方案。!$ 月中旬进行实地调研并
与越方交换意见，明年 !月经过商讨、修改后的方案将完成相
关部委的征求意见，$ 月 $$ 日前上报国务院。“从现在起，
每个相关进程都有明确的时间要求，每个月都会进行一个小
结。”据悉，河口跨境经济合作区围网工程预计明年 #月可以
启动，届时也就搭起了河口跨境经济合作区的雏形。

“一区跨两国”给力滇越

帮亲戚打工的越南广宁省农村妇女阮云秀对跨境经济合作
区并没有什么认知，不过以“一区跨两国”简单一解释，她立

即有些憧憬起来，“如果是这样，交通来
往会更方便了吧？就业和做生意的机会也
更多了吧？”
“把蛋糕做得更大，分享给各国人民”

———这是对打造“升级版”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最直
观的表述。李克强总理在越

南访问期间提出，到 $"!,年力争中越双边贸易达到 !"""亿美
元。作为云南省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对外投资的第四大市场，越
南与云南省的贸易合作未来还有很大潜力。

目前的滇越双边贸易中，云南省以出口电力、机电、农产
品和化工产品为主，越南主要出口农产品、纺织品和资源性产
品。未来滇越贸易的增长空间在哪里？扩大海产品、大米、热

带水果进口，依托跨境经济合作区发
展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同时进一步活
跃边贸市场，通过扩大双边贸易拉动
物流业发展———各级商务、研究部门和地方企业给出了几乎一
致的答案。而有关方面也提出，在关注重大项目推进的同时，
应争取推进红河国际航道开发，惠及区域内小微企业发展，并
以此带动跨境旅游产业发展。“产业规模的成型和升级需要时
间积累的过程，但在现有基础上，$"!, 年的滇越贸易可以完
成 $"亿美元以上。”云南省商务厅东盟处为几年后的滇越双边
贸易定下了一个具体目标。

沿边小城的边境自贸梦

一大清早，记者看到人潮从河口中越友谊大桥两岸涌来，
河口这座美丽的云南边城就这样被繁忙的人流和车流唤醒。而
在每天夜晚，红河两岸灯火相映，河口和老街宛如被江水隔成
两半的一座城市。从边境贸易区到边境经济合作区，再到跨境
经济合作区，河口这个沿边小城在云南对外开放格局中担当的
角色不断更替演进。

在跨境经济合作区这一概念提出后，虽然滇越双方都很积
极，但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模式，因此，对于发展思路、规划

范围、法律对接等问题一直陷于理论摸索和争论中。“虽然越
南的基础设施水平相对落后一些，但明显感觉到他们在加紧步
伐追赶。同样是一个边境省份，老街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方
面比我们更灵活。”河口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主任苏东才认
为。河口的地理环境以河谷山地为主，建设开发区工程量浩
大，仅仅依靠地方财政推进速度缓慢。“近年来，为了支持

老街的建设发展，越
南政府不但不收取老
街贸易关税，还从中
央反哺地方。现在跨
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上
升到国家层面，我们
应该可以借鉴越南的
方式，争取国家相关
政策支持。”
“从现在起，河口

跨境区的推进就将进入
到细节的落实阶段了。”
对于跨境区建设的未
来，苏东才憧憬着：
“上海都建立了自贸区，
未来的河口跨境经济合
作区应该会成为一个真
正的边境自由贸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