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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11 年，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
会 在 昆 明 举 行 之
际，国家旅游局、云
南省政府主办的旅
游产业与城市建设
融合发展研讨会就
成为重头戏。大家
认为，发展旅游推
动了云南省的城镇
化建设，城镇建设
又支撑旅游业在更
高水平上发展，形成了旅游发展与城市建
设的良性互动。

在 2013 年召开的全省旅游发展大会
上，云南省委、省政府响亮地提出：旅
游要与城镇建设融合发展。推进 20个旅
游型城市综合体建设、60 个旅游小镇建
设，推进 200个旅游特色村的提升改造。
我们期待着，未来的七彩云南，城在画
中、处处是景、宜居宜游。

北京朋友江城安家

2013年10月31日，普洱市江城哈尼
族彝族自治县勐烈湖湿地公园被评定为
国家AA级景区，位于县城西面，是该县
首个国家AA级景区。

江城因李仙江、曼老江、勐野江三
江环绕而得名，是云南唯一与老挝、越
南两国接壤的县。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曾有人称到江城去像小说里的历险记。
因为路太难走，又逢雨季，整个行程走
得提心吊胆。2012 年，笔者先后两次到
江城。新修的柏油路，一天内可以从江
城往返普洱市府所在的思茅区，完全超
出想象！

勐烈湖湿地公园占地面积 90亩，设
有清水观景台、木质栈道、越南风情景
观、老挝风情景观、卵石沙滩、假山叠
水、青水平台、哈尼梯田景观等，体现
了“一城连三国”的江城风景。

发展旅游业，使江城改善了交通条
件、增加了景观设施。还有，中老越 3
国边民共同联欢的“丢包节”引来了四
方宾客。当北京朋友从雾霾中突围，来
到江城后惊叹：如果上帝有私心
的话，这里一定是他的
绿色后花园。我
愿把最高

评价——陆地
上的马尔代夫
留给这里。

“ 好 几 个
北京朋友听说
江城的房价那
么便宜，希望

把江城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导
游为家乡的魅力而感到自豪。

湾子苗寨名气大增

“我这是回娘家呢！这两年，
湾子苗寨发展旅游业，路好走了，
人来得多了，名气也大了，我在婆
家很有面子。”年轻的小媳妇走在前面，
一脸幸福的表情；她老公抱着两三岁大
的小男孩走在后面，一家人像游山玩水
一般走走停停、说说笑笑。

湾子苗寨坐落在威信县东南部水田
乡，距县城40公里左右。威信 （旧称扎
西），是红色圣地。1935 年 2 月，
红军长征路经威信，中央
政治局在这里召
开了在中

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的“扎西会议”。

如何走出贫困曾是困扰湾子苗寨人
的难题。2005年 12月，全省红色旅游工
作会议在威信县召开。与会人员专程到
湾子苗寨考察，大家建议威信用红色旅
游带动湾子发展旅游，引导百姓致富。

水田乡抓住机遇，把湾子苗寨列入
全乡打造“红色圣地、绿色家园”的景
区景点规划。建起了文化活动室，修通
了进寨和户户相连的数千米青石路，进
行电网、自来水改造；按照新农村建设
的要求，狠抓地方特色民居建设，绿
化、美化环境，优化人居环境；提高科
技种植水平，培育特色产业，发展民族
风情和生态旅游。

近年来，湾子作为水田乡整乡推进
扶贫开发试点项目建设的重点示范区，
正在按照景区景点和民族团结示范村的
要求加快开发建设，老百姓的日子一天

比一天好。2012年，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发文
公布第一批中国
传统村落

名单，湾子苗寨榜上有名。

彩云之南美在路上

“我一直觉得在云南真正美丽的不是
景点本身，而是一路的旖旎风光。比
如，怒江大峡谷，一路看江水奔腾，或
急速或平缓，移步换景。再看冒着炊烟
的人家点缀在江边青山上，无不有趣。”

“呆在景迈山不需要电脑，不需要电
视，甚至不需要网络和手机，一本书、
一帘雨、一个下午、一杯普洱清茶，足
矣。”

“春节离得近了，如果你要自驾游的
话，不妨来到这里，高速路经过的地方
美不胜收，在路上你已经沉醉了！那就
是连接云南著名景点大理、丽江的大丽
高速公路。这条路经过大理苍山洱海、
洱源地热温泉、剑川剑湖、沙溪古镇、
丽江玉龙雪山等众多景点，沿途还设置
了多个观景台。边走边看的自驾旅行，
走起！”

这是“驴友”们对云南旅游的感
受、向往。为什么说云南的美不在景点
呢？为什么说云南的美在路上呢？因为
旅游产业的全景化、全覆盖，使云南处
处有景。这也是云南旅游与城镇建设融
合发展的目标：资源优化、空间有序、
产品丰富、产业发达的科学的系
统旅游，即全域旅游。

城在画中处处景 人在路上便是游

云 南 之 美 不 在 景 点
储东华 张议橙文/图

上月，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刚刚在昆明举行不久，由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孟加
拉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主题为“加强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建设背景下如何推动滇孟务实合作”滇孟第三次对
话会议又紧锣密鼓地在近日召开。

滇孟对话早在 2004年就已经开展，从 2009年形成机
制，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届。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兴明表示，双方通过这一对话机制，在众多双边和多边
事务中寻求并达成共识，与孟中印缅（BCIM）合作论坛等
机制形成互补，将为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及滇孟合
作发挥出积极的影响力和促进作用。

经济走廊 南线方案引关注

在此次对话中，互联互通依然是双方的首要议题。“我
们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初步定义是：以交通干线或综合
运输通道为发展主轴，以昆明、曼德勒（缅甸）、达卡（孟加
拉国）、加尔各答（印度）4个经济城市为主要节点，连接覆
盖中国云南省及西南地区、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
拉邦及东部、东北部相关地区，以实现促进次区域国家和
地区经济发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带，其中，互联互通是重要
基础。”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巡视员杨烨如是说。

目前 4 国达成的初步共识是以中线作为经济走廊的
交通主轴，不过孟加拉国代表会上展示的南线方案也引起
了与会代表们的兴趣。孟加拉国政府研究所研究员沙赫杜

尔提出，如果道路从曼德勒直接南下，到达缅甸皎漂港后
沿印度洋海岸线北上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和吉大港
再连接至印度的加尔各答，不仅是中国直达印度洋距离最
短的通道，也有利于发挥多个印度洋港口的综合优势。

产业对接 小项目合作更可行

互联互通的最终目的是如何实现区域内产业对接和
互补。对话会上，专家学者们围绕如何推动滇孟产业合作
进行了深入探讨，产业对接成为彼此关注的焦点。

“产业对接不是盲目寻找，对话会实际上是促成了滇
孟学术界研究先行，在理论上先探寻合作的领域、渠道，为
企业实现产业对接做好铺垫。”云南省政府研究室产业处
处长聂元飞表示。“孟加拉国药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已经
建立了自己的优势，但在保健和服务方面由于基础条件落
后反而有很大的空间。”针对医药领域的合作前景，作为企

业高层人士的鲁米赛义夫拉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云南省外办国际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金诚提出，孟加

拉国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云南蕴藏水电资源，双方能源
开发潜力巨大。鲁米赛义夫拉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投资新
建传统发电站可能不是最好的投资选择，如果云南在太阳
能发电方面有优势，15-20兆瓦的小型化、低成本发电站
建设应该是值得关注的。虽然云南企业在孟加拉国还没有
投资项目，但从进入市场的角度来看，从小项目开展合作
应该更可行。”

区域合作 旅游先行破瓶颈

云南省社科院院长任佳表示，“经济走廊建设的目标
是向着次区域经济的融合和一体化方向迈进，通过不断的
交流沟通，我们可以看到4国间有着众多互补、合作领域，
但还需要从这些领域中寻找到一个更具可操作性、更易于
达成的突破口。”

“旅游应该可以成为引导产业对接的先行产业。”聂
元飞认为，“这是相互了解认识最直接和便捷的渠道。”作
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先导领域，旅游业的合作受到了与
会专家学者的重视。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对外开放处处长吴
从虎提出，应共同加快推动孟加拉国在昆明设立领事机
构，构筑旅游合作重要平台，建立符合区域旅游特点和要
求的合作机制；共同制定区域性旅游发展规划，利用区域
内现有的航空网络，推动建立“孟中印缅次区域旅游圈”和

“中国—南亚国际旅游圈”，并加快促进各国旅游交通网络
相互对接，建立区域性旅游人才培养体系。

滇孟对话 都谈点啥
杨红川文/图

本报电 经 国 家 统 计 局 核
定 ， 2013 年 云 南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 完成 11720.91 亿元，同比
增长 12.1%，增速列全国第 3 位。
全省国民经济在严峻挑战中砥砺
前行，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有
好、稳中有快的良好势头。

据云南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 GDP 构成中，第一产业
完成增加值 1895.34 亿元，增长
6.8% ； 第 二 产 业 完 成 增 加 值
4927.82 亿元，增长 13.3%，其中
工业完成增加值 3767.58亿元，增
长 12% ， 建 筑 业 完 成 增 加 值
1160.24 亿元，增长 18.4%；第三
产业完成增加值 4897.75亿元，增
长12.4%。

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全省实
现农业总产值 3056.44亿元，比上
年增长 7%。大春粮食增产丰收，
是近5年来最好的一年。工业生产
逐步企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
现增加值 3470.66亿元，比上年增
长12.3%。

金 融 运 行 总 体 平 稳 。 截 至
2013 年 12 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款余额 20691.55 亿元，比
年初增加 2718.36亿元，同比增长
15.2%；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余额 15782.46 亿元，比年初增加
1920.11亿元，同比增长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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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据云南省小微企业融资
便利化专题工作会议上获得的消息，
云南将从今年起在3年内试点小额贷
款保证保险，省级财政每年安排 3000
万元的风险补偿资金、1000万元的小
微企业贷款增量风险补偿奖励资金，
确保“十二五”期间 3000 户“专、精、
特、新”优质小微企业获得信用贷款。

经云南省政府批复同意，云南省
金融办、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昆明中心
支行、云南银监局、云南保监局联合下
发了《云南省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通
过保证保险业务，小微企业不需要提
供抵押或反担保，就可以获得信贷支
持，且程序简单易操作、成本相对合
理。

该《方案》的最大亮点是，通过设
立小额贷款保证保险风险补偿资金，
建立财政与金融联动的资金传导机
制，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
企业等的信贷支持。其基本原则是：政
府支持，市场运作；依法合规，风险可
控；强化管理，稳健推广。经测算，3000
万元的风险补偿资金，理论上能带动
103亿元的贷款规模。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31日，凡在云南省经营期一年以上
的小微企业、农业种植养殖大户、农村
各类生产经营性合作组织，均可通过
保证保险申请贷款。申请贷款要用于
生产经营，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金融
行业支持政策、有持续发展潜力、有稳
定现金流来源，无欠缴税费等违法违
规行为和不良记录。

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相关部门
将选择若干有此业务、实力强、信誉好的银行及保险公司
开展试点。按风险共担原则，银行与保险机构按3∶7的比例
分摊贷款本金损失风险。该小额贷款融资成本由利息和保
费两部分组成：贷款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上浮 30%，保费
合计不超过贷款本金的3%。由此测算，每笔贷款的融资成
本约在10.8%。

试点期间，小微企业、农村各类生产经营性合作组织
贷款金额单户累计不超过300万元，农村种植养殖大户单
户累计不超过 50万元，单笔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1年。当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赔付率达到120%或对应贷款逾期率达
到 10%时，相关金融机构应暂停开展此项业务，由省金融
办会同金融监管机构及时对该项业务进行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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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商 务
厅与云南驻仰光商务

（企业）代表处新编2014年版
缅甸投资指导手册指出，我国企业投

资缅甸应注意三方面的问题。
云南驻仰光商务（企业）代表处

通过对缅甸投资环境调研认为，投资
缅甸首先应尊重缅甸习俗。缅甸是一
个佛教国家，85％以上的民众信奉佛
教，且十分虔诚，佛教传入缅甸已有
上千年历史，宗教思想已深入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缅甸人民根深
蒂固的思想体系。乐善好施、谦虚友
善、讲究信誉是缅甸人民基本的性
格，外国投资人到了缅甸，应当首先
了解缅甸人民的习俗习惯，用缅甸人
适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矛盾，特别
是矛盾产生后，尽量避免激化。如果
投资人平常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工
作方式，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误
解。投资人到缅甸前，一方面应积极
学习和了解缅甸人民的风俗习惯，人
文历史，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还应注
意研读中国关于投资企业的一些管
理办法和相关的规定，提前对可能会
发生的各种情况做出预案。

其次应谨慎选择合作伙伴。云南
驻仰光商务（企业）代表处的调研报
告指出，由于缅甸的法律法规体系混
乱，发生纠纷，经济权益难以得到保
障，故合作伙伴的选择十分重要。与
缅甸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应首先对其
合法性进行了解和调查，并特别注意
是否能够出具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
的资信证明。在前期的接触过程中，
多方面了解项目的信息，验证合作方
对项目的了解及熟悉程度，判断对方

的合作意向是否真实。此外，很多缅甸大企业，都与政府
高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并能够与地方势力处理好关
系，有广泛的人脉网络，因此选择缅甸当地合作人，最好
是找到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合作。

再就是应有负责任的投资心态。到缅甸投资，除了
认真做好投资的各项基本准备，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正
确的投资心态，站在长期经营的高度上以双赢的思路来
处理各种问题，将项目对社会及民生的贡献与经济效益
相结合，积极努力创造双赢的局面。许多投资企业，由于
急于获得回报，经常会忘记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搬硬
套自己认可的工作方式，最后不仅没有办法收回投资，
还会陷入没有必要的司法纠缠中。对于将要进入缅甸市
场开发的企业来说，负责任的心态是成功投资的必要条
件。建议企业在投资的同时注意关注当地民生，尊重习
俗，遵守法律，树立我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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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游人笑农家乐游人笑农家乐游人笑

江城风景别样风情江城风景别样风情江城风景别样风情

日前，滇缅铁路遗址园在云
南省临沧市云县建成竣工。

滇缅铁路遗址园位于云县爱
华镇黑马塘村分水岭两洋分水处
祥临二级公路边，距离县城 15 公
里，总投资 1500 万元。遗址园分

为景区和功能区两个部分，展现
了当年临沧人民支援抗战、修建
滇缅铁路的英雄壮举。项目一期
工程于 2009 年 12 月正式开工建
设，2013年底竣工。

1939 年，因抗战需要，滇缅
铁路开始动工，东起昆明西至缅

甸首都仰光。至 1942 年路基全线
修通，正当铺轨时，当年4月日军
占领缅甸，滇缅铁路被迫停工并
由建设的民众亲自损毁。滇缅铁
路临沧段全长300余公里，是修筑
滇缅铁路最艰险的路段。

雷桐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