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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高度
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亚和东南亚之行
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
略新构想。大家认为，这一战略新构想
是云南加快推进桥头堡建设、大力提升
沿边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机遇。

首先是通路，内外联通，互联互
通。“云南如果能与周边国家尽快实现
铁路同轨、公路同级、水路连接，中国
面 向 西 南 的 国 际 大 通 道 就 真 正 形 成
了。”熊清华代表看好云南的前景。

与此同时，通电、通商、通气、通
币等的大通道建设，也是热议的内容。赵
云龙委员说，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这块

“金字招牌”为云南沿边开放和金融改革
带来新机遇，要用好这块招牌，实施支持
金融开放的差异化政策，支持和推动东
南亚、南亚国家银行、证券、保险金融机
构入驻云南。锁飞代表说，去年底，沧源
机场已经正式动工建设，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写入了祥云到临沧的铁路建设，临
沧“铁公机”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迎

来大发展的好时机。通道打通，商贸、物
流的瓶颈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熊清华代表提出，在漫长的边境线
上，要实现全面开花，投入太大，不符合云
南的实际。所以要尽可能整合资源、找准
载体率先突破，打造沿边开放的前沿。首
先是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加紧建
设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具体实施，第二层
次是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积极推进，再者推
动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积极扩大老挝万
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项目的影响力和招
商引资力度。这样云南省的开放态势将更
趋于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王晓玲代表建议，应加大对云南省
级重点工业园区的投入力度，改善基础
设施和配套设施，真正发挥园区的平台
作用。李旭东代表建议，加快推进蒙自
经开区、红河综合保税区和“个开蒙”
产城一体化建设，促进沿边地区开放发
展有的放矢。杨棚棚代表提出，能否为
云南沿边的口岸县向中央争取关税返还
政策，用于口岸基础设施和沿边产业园
区的建设。

本报电 近日云南省招
商合作局披露，今年云南省
将继续采取切实有力措施狠
抓招商引资工作，在 2013 年
云南引资总量跃上 4100 亿元
新台阶的基础上，力争实现
全省引资总量跃上 5000 亿元
人民币新台阶。

2014 年，云南将重点开
展沿边招商和产业招商，继
续保持引资总量持续较快增
长势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实现 26.5 亿美元，引进云南
省外到位资金实现 4600 亿元
人民币，力争实现云南全省
引资总量跃上 5000 亿元人民
币新台阶。继续巩固扩大外
来投资占云南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更好地发挥招
商引资在结构调整、产业升
级、增加税收、扩大就业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

围绕云南建设沿边开放
新高地的战略部署，云南各
级招商部门将坚持把招商引
资作为沿边开放的生命线，
全 面 加 强 沿 边 招 商 引 资 工
作。以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沿边金融综合改
革试验区、临沧边境经济合
作区、红河综合保税区、河
口—老街、磨憨—磨丁跨境
经济合作区等边境 （跨境）
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为重点，全面加压鼓
劲，提速沿边引资工作步伐。

继续把产业招商作为招商引资工作主旋律，
把滇中产业新区、千百亿元园区以及各级重点扶
持的示范带动园区作为主要载体，围绕云南省骨
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紧盯上下游、选
准突破口，招大引强，形成以产业链招商为主的
引资工作新格局。

认真落实云南省招商委 《关于节俭务实开展
招商活动的通知》 要求，节俭务实、量力适度地
做好云南省领导率团的经济合作交流活动。要更
注重专题、专项、园区和点对点的招商活动安
排，邀请有实力、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家到云南考
察，积极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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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2013 年，来到中国云南的留学生人数突
破3万人，东南亚南亚留学生占到近八成。

近年来，云南一直致力于教育国际化建设，2013
年留学生人数比2012年增加了3000多人，吸引了约90
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到云南深造。其中，东南亚南
亚留学生占比高达 75％以上。据介绍，来自东南亚南
亚的留学生在云南学习汉语后，多转学经济、管理、
旅游以及农业等学科，这些专业在东南亚南亚国家就
业前景乐观，因此备受青睐。云南省计划到 2020年将
来滇留学生人数提高到10万人。预计未来几年内，南
亚赴滇留学生将达到1万人左右。

目前，云南已与 80多个国家、地区和教育组织建
立了合作关系，建立了11个国际人才培养基地。云南
正逐渐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人才培养基地。

两会代表委员
热议桥头堡建设

本报记者 石 畅

到世界腾冲
到世界腾冲
到世界腾冲从边陲小镇

从边陲小镇

近日，2014中国腾冲花海节开幕，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5年前，腾冲游客接待量为288.5万人次。随着驼峰机场正式通航，腾冲

进入云南“一小时旅游圈”，5年后的2013年，腾冲共接待游客551.79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1.96亿元，其中，接待海外游客10.01万人次。

从单纯的观光旅游到综合休闲旅游度假，腾冲正以超前的规划、超快的
速度，将“中国旅游名县”打造成为“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文化为旅游添内涵

腾冲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宜人
的气候。油菜花海、山茶花海，漫步其中
让人寻得陶渊明的惬意。火山公园、地热
温泉，让人放松快节奏城市生活的疲惫神
经。

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腾冲文化更为当
地旅游增添了丰富内涵，旅游让腾冲文化更
富魅力。腾冲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是历
史上最早开埠的地区之一，在云南25个边境
县乃至全国 135 个陆地边境县份中，具有独
特而鲜明的特点。历经 2000 多年的历史积
淀，在与外界交往中，中原文化、南诏文化、
抗战文化、异域文化、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相
互融合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并荟萃当
地各少数民族文化及东南亚文化、南亚文
化、西方文化等多元文化特点的“腾越文
化”，是云南省8个地域文化之一。

走进和顺古镇，仿佛穿越数百年时
光，品味当地独特的马帮、抗战、边地文
化。像和顺古镇这样“文化元素”渗透到整
个旅游产业的项目，在腾冲县还有很多。腾
冲还致力于打造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如
今到腾冲，人们有多个选择，除了老景点，15
个特色小城镇也是风景各异、产品不同。荷
花乡的翡翠声名远扬，大村的圆角背腰远销
海外，固东镇江东村百年银杏园令人流连忘
返……一批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旅游小
镇，如耀目的珍珠，绽放异彩。

交通为腾冲聚人气

2009 年，腾冲机场正式通航，短短 5
年，到腾冲的游客量翻了数番。腾冲机场
正在申报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空运口
岸机场，届时拟开通腾冲至缅甸仰光、泰
国清迈和曼谷、印度加尔各答、孟加拉国
吉大港4条国际航线。

另一方面，酒店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也
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2005 年正式营业
的腾冲官房大酒店，成为县内第一家五星
级酒店。随后的腾冲国际高尔夫旅游度假
大饭店、腾冲世纪金源大酒店等五星级酒
店相继开业，为高端客源提供了更多选择
空间。“十二五”期间，腾冲县还将发展挂
牌三星级以上宾馆逾25家，建成10个以上
五星级酒店。

除腾冲县运作成熟的“五条精品旅游
线路”外，腾冲充分利用与周边地区旅游
资源的互补性，大力推进区域合作，开发
腾冲—龙陵—保山隆阳市内旅游环线和腾
冲—德宏—保山、腾冲—怒江—保山、腾
冲—大理—丽江的滇西旅游环线，逐步推
出腾冲—缅甸密支那—印度雷多、腾冲—
仰光—曼德勒—昆明、腾冲—仰光—曼德
勒—加尔各答—昆明的国际旅游线路，推
动腾冲旅游国际化发展。

从交通破局，到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一系列连锁效应让这个“养在深闺”的边
陲小镇变身成为世界目光聚集之处。

【【腾冲剪影腾冲剪影】】

腾冲县位于云南省保山市西南
部，西部与缅甸毗邻，是中国大陆唯
一的火山地热并存地区。明代在此建
造了石头城，称之为“极边第一城”。

99座火山、88处温泉，腾冲不
但有蔚为壮观的火山群、地热群，
还有火山奇观——神柱谷、火山堰
塞湖湿地——北海湿地、全国唯一
的城市瀑布——叠水河瀑布、低温
温泉暗河——坝派巨泉和黑鱼河等
一系列地质奇观。

腾冲县是著名的侨乡、文化之
乡和著名的翡翠集散地，曾是古西
南丝绸之路的要冲。腾冲在西汉时
称滇越，大理国中期设腾冲府，历
代都派重兵驻守于此。腾冲聚居了23
个少数民族，包括傣族、傈僳族、佤
族、阿昌族等。其中，闻名国内的刀杆
节是腾冲傈僳族民间最隆重的节日，
刀杆节有两项大的内容，一是“下火
海”，二是“上刀杆”，在二月初七晚上
举行。当傍晚来临，在一大块平地上，
烧着面积约5平方米的火堆，然后赤
裸双脚在上面进行各种表演。

热海景区

腾冲热海景区位于腾冲县城西南
20公里，较大的气泉、温泉群共有80余
处，到处都可以看到热泉在汩汩喷涌。

火山群国家公园

腾冲的火山奇观最适合攀登的是
火山群国家公园中的小空山。从山顶
下到深47米的火山口底部，到处可看
到火山渣、浮岩和火山弹。

北海湿地

腾冲北海湿地保护区，位于县城
西北向，四面环山，属高原火山堰塞
湖生态系统，大片漂浮于水面的陆
地，犹如巨型花毯。

国殇墓园

国殇墓园位于云南腾冲县城西南
1公里的叠水河畔小团坡下，建有滇
西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
腾冲收复战阵亡将士的纪念陵园。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在滇留学生首超3万人
东南亚南亚学生占近八成

2014年云南省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水平，主动融入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务实参与打造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升级版，拓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
合作，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1月
19日至1月24日，云南省两会相继召开。借
着两会的春风，来自云南各地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热议桥头堡建设，为云南的进一步
开放和发展出谋划策。

在桥头堡建设的推进下，云南省已建成8个
边境经济合作区，沿边州市在财政、税收、投
资、金融、产业、土地等方面有着特殊优惠和倾斜扶持
政策。许多代表委员表示，在转方式调结构中，关键要
抓紧机遇，用好政策，着力打造外向型经济和开放型经
济，不断开拓潜力巨大的外需市场，全面提升云南全省
经济发展实力和竞争力。

镇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永红代表认为，云南省的
多数沿边县市比如我们镇康，发展层次低、产业基础薄是
不可回避的现实，长期以来，“有边不活”一直是镇康难以

突破的瓶颈。随着开放发展的不断深入，沿边地区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
展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要严格执行能耗、环保
和安全等行业准入标准，优化产业布局、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不仅如此，沿边地区的发展更要依托工业经济的提
升，兼顾速度与效益、兼顾眼前和长远。”他强调。

腾冲县招商局局长李屏委员说：“过去腾冲进驻的多是
房地产等旅游配套项目，现在不断提高招商引资门槛，将目

光聚焦在对财政支撑贡献大、就业拉动大的经营性
生产性项目上。去年引进的20个工业项目都是这

方面的企业。”此外，腾冲县还引进企业，对全县红木资源进
行整合，将形成一个从原料到成品加工的产业园区。

李屏说：“提高招商引资门槛可能会带来短期收入
下降，对腾冲这样一个边疆县而言尤其困难，但调优的
产业结构将成为县域经济持续发力的基础，经历‘阵
痛’后，全县发展将更加可持续。短期的‘退’换来长
远的‘进’，再困难都要坚守。”

（本报记者 石 畅整理）

寻找开放新坐标

“桥头堡建设，如果没有通畅的交
通，那就无从谈起。”在分组讨论中，
胡炜彤代表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基础
设施建设部分十分关注。在他看来，云
南走好向西南开放这步棋，要注重大通
道建设。

讨论中，代表们认为，云南省综合
基础设施建设 3 年攻坚战全面打响，公
路、铁路、机场、水利、能源、信息等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将对加快桥头
堡建设、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
挥重要促进作用。

“适度举债，加大投入，积极推动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十分必要。”在刘明代表
看来，尽管全国有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
在政府性债务风险，但对云南来说，交通

基础设施是我们的短板，创新投融资方
式，适度举债，筹措各方资金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是十分必要的。不过，他也强
调，要加强资金规范运作、管理、监督，更
好地发挥经济、社会效益，杜绝浪费和豆
腐渣工程，科学合理规划线路。

“要把通道功能变成经济优势，把
通道功能有效利用起来，扩大通道红利
的享受人群。今年年底龙瑞高速将全线
贯通，龙瑞高速开通之时就是瑞丽腾飞
发展之时。”蔡四宏代表表示，已经投
入运营的过境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
内的中缅天然气管道已经给德宏州带来
了首笔增值税税款4000多万元。随着各
支线管道的建设，云南人民也将享受天
然气带来的方便。

“进”、“退”中寻突破“进”、“退”中寻突破

加快通道建设

融入“一带一路”融入“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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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东方花园”美誉的云南省罗平县各大风景
区初现春色，花开水暖，景色宜人，吸引国内外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图为 2 月 23 日，游客乘竹筏游览九龙
瀑布群景区。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罗平：
“东方花园”迎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