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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借力沿边开发开放提速兴边富民工程建设

富了民 睦了邻
尹朝平文 雷桐苏图

云南借力沿边开发开放提速兴边富民工程建设

富了民 睦了邻
尹朝平文 雷桐苏图

“把兴边富民工程建设与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同规划、同部

署、同考核、同推进，加快建设沿边开放新高地。”云南省政府在近

日召开的全省兴边富民工程工作会议上提出，让兴边富民工程建设与

沿边开发开放同频共振，促进富民兴边，强滇睦邻。

云南省边境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战略
资源储备地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和重要的开放门户。但目前，云南
4060公里边境线上分布的25个边境县市
经济总量低，自我发展能力弱；农村贫
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薄弱，
公共服务滞后等困难和问题依然存在，
与内地县市相比差距较大。

推进云南边境地区加快发展，任重
道远。

瑞丽姐告，是云南通往印度洋的国
门所在地。在傣语里，姐告意为旧城，
但近年来，姐告已成为云南沿边开放前
沿，在沿边开发开放中获得长足发展，

这里商贾云集，车流不息，边民频繁来
往，一片热闹繁荣景象，旧城换新颜。

姐告的成功提示我们，必须要以新
的高度审视边境地区发展。

云南省委、省政府已明确提出，把兴
边富民工程实施与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
放同规划、同部署、同考核、同推进，在国
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行全方
位开放，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升级版，建设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
略中，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更多、更大机
遇，全面推动兴边富民工程的实施。

在西畴县鸡街乡肖家塘村，4 位村
民用 6 年时间，炸石开山，顽强地“搬
石头”，修通了出山的道路，他们的

“壮举”感动了无数人。
“肖家塘的路”反映出云南沿边地区

落后的基础设施状况严重制约了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现状。云南沿边地区缩小发展
差距、实现跨越发展，难点在基础设施，瓶
颈在基础设施，突破口也在基础设施。

全省兴边富民工程工作会议上明确
提出，云南将在深入推动兴边富民工程
建设中，把以交通为重点的基层设施建
设放在突出位置，推动境内外铁路、公
路、航空、航运等通道衔接，着力打通

和完善连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综合交
通体系，使沿边地区成为我国面向西南
开放的国际重要通道枢纽，并加强沿边
地区水利、能源、口岸、信息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

打通道路的目的在于敞开山门、海
纳百川，进一步提升开发开放水平，为
兴边富民工程建设提供新的路径。

云南省提出，要扩大对内对外开
放，推动通江、达海、沿边优势和东
部、中部、西部各种资源要素在云南沿
边地区汇聚，将沿边地区建设成为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集之
地、畅通之地、兴旺之地。

云南边境地区产业不兴，群众增收
渠道单一，“富民”任务艰巨。

多年来，扶贫攻坚、民生保障、对
口帮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惠及着云南广
大边境地区群众，但要彻底改变边境地
区面貌，让当地群众走上致富之路，还
需新的举措。

为此，云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
各部门各单位要情系边疆、关爱边疆，
既倾注真情实意、又投入真金白银；希
望边境25个县市要树立跨越发展的雄心
壮志和只争朝夕的进取精神，不等不
靠、自力更生、苦干实干；鼓励社会各
界尽力给予边境县市更多财力、物力、
智力支持，合力推动云南边境地区产业
发展，提速兴边富民工程建设。

在文山三七产业园区登高片区施工
现场，炮声隆隆，机器轰鸣，工程车辆
穿梭往来，这里与肖家塘村一样，也在

“搬石头”。但这里“搬石头”的气魄比
肖家塘村要大得多，在 4 平方公里区域
内，上百个大小山包被夷为平地，削峰
填谷建设产业园区。

创业之歌在登高片区唱响，片区边
建设边招商、以商建园、以园招商、以
商招商、产业招商，目前，以云南白药
集团、大连美罗君元制药集团、黑龙江
珍宝岛药业集团等为代表的11户企业已
签定入园投资协议。

在云南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中，
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已成为主旋律，创业
干事将是边境线上最靓丽的风景。

1999年
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进程中，国家民委倡议和发起
了“兴边富民行动”，加大对边境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投入，使
边境民族地区尽快富裕起来。

2000年
根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和国家民委要求，云南省开展了
“兴边富民行动”，实施基础设

施、温饱、安居、免费教育 4 项
工程。

2005年
云南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实

施“兴边富民工程”，此后的 3年，
中央、省、州（市）三级财政共投入
资金达54.24亿元，有力促进了边
境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2008年
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

了新三年“兴边富民工程”行动
计划，争取国家和省支持资金
107 亿元，实施投入边境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温饱安居、产业培
育、素质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
稳定、生态保护与建设6大工程，
办好沿边三级以上公路网建设、
农村饮水安全、电力建设、边境
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生产生活设施
建设等30件实事。

2011年
云南省委、省政府实施新一轮

兴边富民工程，制定了《云南省兴
边富民工程“十二五”规划》，实施

“十大工程”、“十项保障”，进一步
完善“3+1”对口帮扶机制。“十二
五”以来，边境25个县市综合经济
实力明显提高，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
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4%。

小特作物成“云农”新名片
陈云芬 傅怡婷文/图

本报电 日前，云南普洱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申报筹建的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

（普洱） 通过了国家质检总局考核验收组的
现场考核验收。这标志着全国唯一的国家级
咖啡产品专业实验室在云南诞生了。

据介绍，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 （普
洱），于 2012 年 7 月经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建

设，投资近2000万元，历时2年建成。该实
验室的建成并顺利通过验收，填补了我国咖
啡产品专业实验室空白，搭建起咖啡产业检
验检疫、仲裁、科研、人员培训和对外技术
交流的多功能服务平台。实验室将零距离服
务助推咖啡产业发展，降低产业发展成本，
有效发挥产业聚合效应。

首个国家级咖啡产品实验室建成

新高度：西南国际经济合作圈重要一环新高度：西南国际经济合作圈重要一环

新路径：在沿边开发开放中“兴边”

新举措：形成合力走产业“富民”之路

链接▶▶▶
云南“富民兴边工程”小史

云麻栽培利用研究给农民带来实惠云麻栽培利用研究给农民带来实惠

云麻、红花、红梨……近年来，这些规模
不算大，但颇具优势的云南特色作物，在科技
的支撑和引领下，正成长为颇具竞争力的云
南高原特色农业新名片，显现出勃勃生机。

云麻 科研领先具备话语权

说到工业大麻，大家不必“谈虎色变”，它
是毒性成分四氢大麻酚含量低于0.3%的大麻
品种，并不具备毒品利用价值，相反还全身是
宝，其纤维、种子、茎秆等具有较高的经济利
用价值，经过批准可以合法种植和产业化开
发利用，在造纸、纺织、建材、工业用油、功能
保健食品、化妆品、医药等行业用途广泛，是
近年来颇具竞争力的新型特色生物产业。

在云南，麻类研究可谓风生水起，在国
家层面具备了相当的话语权。20余年来，在
国家和省的大力支持下，云南省农科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刻苦攻关，工业大麻品种选育及
栽培利用研究步入了全国领先行列，选育出
的“云麻 1 号”、“云麻 2 号”、“云麻 3 号”、

“云麻 4 号”和“云麻 5 号”5 个高产、优
质，适合低纬度地区种植的工业大麻品种，
其毒性成分四氢大麻酚含量均低于0.3%，是
国内目前仅有的 5 个通过品种审定 （鉴定）
的工业大麻品种。这些品种各有所长，已成
为云南工业大麻的主栽品种。如“云麻 1
号”纤维薄而柔软，易脱胶，云南工业大麻
种植中90%以上种的都是该品种。

建立国内收集保存种质资源最多的大麻
种质资源库，起草了“工业大麻品种类型”等
地方标准和检测规程，研发出大麻快速检测
试剂盒并在全省公安禁毒部门推广使用，云
南省农科院经作所麻类研究的不断突破，让
这一古老的作物焕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红花 绚丽绽放促农增收

在云南红花种植中，云南省农科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选育的红花品种独占鳌头，在全
国红花主产区新疆，有 80%的红花品种也是
来自于该所。回溯云南红花产业的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是支撑产业
崛起的关键因素。

通过对来自 52 个国家的 4700 多份红花
种质资源的特征、特性、产量性状、品质性状、
抗性、利用价值等进行系统研究，省农科院经
作所红花团队创制出一批无刺、高红色素或
黄色素、含油量和亚油酸含量高的红花种质
材料，选育出 4 个优质的红花新品种。其中，

“云红一号”红色素含量最高，红色素色价
18.3，而本地老品种仅为4.6；“云红二号”、“云
红三号”为花油两用型品种，适应性好；“云红
四号”耐盐碱、耐旱，花籽产量高。在巍山、攀
枝花、元谋等地的试验示范中，“云红二号”等
3 个新品种平均亩产值均在 2000 元以上。科
技支撑下的云南红花，不但在省内绚丽绽放，
还在新疆、甘肃、四川等地大面积推广。

“红花虽然只是区域性小作物，但在农民
增收中发挥的作用可不小。”据了解，红花推
广的区域大多数是贫困边远的山区半山区，
干旱少雨，土地瘠薄，种植其他作物经济效益
较差，而种植红花能取得较好的效益。

红花虽小，但发展前景广阔。通过科技提
质增效，云南红花将扬优势显特色，成为促农
增收的新经济增长点。

红梨 高原果业走出国门

8 月，云南红梨成熟了。深受国际市场青
睐的高端果品“滇之红”牌云南红梨，肉质细
嫩、滋味甘甜，依然是市场新宠。

选育出自主知识产权云南红梨品种的是
云南省农科院园艺所。20多年来，省农科院园
艺所针对云南资源丰富但优良品种匮乏，商
品水果整体质量差，果品出口类别少且数量
不足的制约“瓶颈”，不懈创新，从收集引进的
国内外 114 个砂梨新品种中筛选出“95-2
号”、“云红梨 32 号”、“云红梨 35 号”3 个早

（中）熟红梨品种，并从云南特有的红色梨资
源中精心选育出获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授权
的晚熟地方特色品种“云红梨1号”。

随着红梨科技的不断突破，“滇之红”牌
红梨获中国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示范基地获
欧盟良好农业、英国零售商协会全球标准、中
国良好农业等多项认证，叩开了国际市场的
大门。在省内，全省红梨新品种及配套技术已
推广20余万亩，占全省梨面积的30%左右，示
范带动全省2.2万多户农民，户均增收2000余
元，农户直接收入累计达3.27亿多元，出口创
汇100多万美元。

新品种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让云南红
梨由原本面临被市场淘汰的本土水果一跃为
出口国外发达国家的高端果品。目前，已成
为推介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名片的云南红
梨，正不断壮大着远销海外的“云果”天
地。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开幕
云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日前开幕。本届民运会于9月12日至21日在云南省迪

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举行，共设11个比赛项目和4类表演项目。图为香格里拉藏族马术
队骑手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本报电 磨憨边防检查站日前公布，截
至 9 月 4 日，磨憨口岸出入境人员验放量超
过 60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20.4%，预计
年内有望突破100万人次大关。

面对出入境高峰，磨憨边检站立足口岸
实际，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通关。他们
通过提前与旅游客运公司、旅行社等单位联
系，详细了解车辆、旅客动态及具体通关需
求，并根据预报情况制定详细的执勤方案。
根据不同时段客流情况，合理分配警力，在
客流低峰采用分组执勤、错时执勤等方式节
约警力；在客流高峰安排备勤警力支援现

场，确保开足通道实现旅客快速通关，加强
旅客引导，有效避免了高峰时段旅客滞留，
维持良好的候检秩序。

磨憨口岸

出入境旅客验放量超过6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