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4年12月9日 星期二2014年12月9日 星期二

创新驱动：参与国际交流

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能投集团通过发行中
票、短融、私募债、信托等直接融资 56 亿
元，通过银行获得间接融资 38.86 亿元……这
些资金成为云南能投集团破解云南省能源与产
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发挥能源对经济支撑和
保障作用的推进器。融资平台创新，也反映了
云南实现发展“大能源”产业的全面创新。

在发展重点行业上，云南大胆创新，跨界
合作。探索光伏电站建设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结
合，推广光伏照明及太阳能利用。积极开发和
推广应用天然气公交车、出租车。大力实施天
然气替代工业燃料、园区集中供热、供气工
程。

着力构建技术创新体系。通过抓好能源研
发中心持续发展，适时成立光伏、风能、煤
炭、天然气等领域的能源研发中心，依靠科技
创新提升能源产业发展水平。通过整合项目管
理、补助资金、引进人才等多方力量，支持国
内外能源企业在云南省能源产业发展中推广采
用新技术、新设备，建立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
等研发平台，全面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发展“大能源”产业，也是一个充分发挥地
缘优势，走出去、请进来的国际交流过程。“一带
一路”战略、“桥头堡”建设、中孟印缅经济走廊
建设等战略措施，都为国内能源企业提供了时
代机遇。积极走出去，也因此成为“大能源”产业
发展的应有之义。云南省有关部门表示，将全力
推进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油气、电力、新能源为
主的能源合作、能源交流，并全力打造能源装备
制造出口、能源服务输出的合作渠道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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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迤”是云南省的代称。在产业转型
升级、经济跨越发展的“中国梦”云南篇章
里，“大能源”产业承载了全新的云南期冀。在

“两强一堡”建设和清洁水电基地建设目标的
引领下，云南的“大能源”产业迎来一次立体
维度的发展空间大扩容。

资源优势：支撑发展底气

能源产业一直是云南的支柱、优势产业。
“十二五”以来，云南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2013 年能源工业行业完成增加值 730.5 亿元，
同比增长20.9%，占全省GDP的6.6%。

清洁能源资源优势是云南发展“大能源”
的产业底气。云南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资源
富集，目前水力资源技术可开发容量为1亿多
千瓦，约占全国可开发总量的 18.8%，居全国
第3位。

随着向家坝、糯扎渡、溪洛渡等电站部分
机组相继投产，云南省电力特别是水电装机实
力可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能源通
道、清洁能源的发展让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中缅天然气管道建成通气，石油炼化基地
建设稳步推进，油气供给规模化效应初现。依
托能源生产，创造相应的市场、需求和消费，
相关产业获得较大发展，云南的“大能源”体
系已经雏形初具。随着大水电开发进入投产高
峰期，电力交换枢纽及输配电能力大幅提升，
云南电力产业发展支撑条件逐渐完善。

技术的支撑力也在不断增强。能源装备制
造业竞争力凸显，能源科技研发工作扎实，清
洁水电与载能产品结合技术先进。技术创新为

“大能源”产业提供了强劲的力量。
云南省内的需求增长强劲，工业用能、生

活用能的不断增加，城镇化的动态进程，都将
撬动“大能源”的产业起跳。而转型升级的能
源需求，节能减排的用能调整，“一带一路”
及“桥头堡”建设的国家机遇，都为云南的

“大能源”产业打开了更多的市场之门。

现实困局：呼唤转型升级

作为能源大省，云南一直面临着能源开
发与产业布局不协调、能源对产业支撑不足
等结构性矛盾，电力供应“丰余枯缺”的矛
盾则越来越突出。

困局与机遇呼唤担当。云南向产业转型
升级的深水区勇敢跋涉。

云南大产业战略，在产业链纵横延伸的
方向上，优化设计了“大能源”产业的现实
路径：建设滇西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和滇东大
型水火互济能源基地，践行“云电自用”能
源发展战略，推动能源资源的自主开发，主
张能源资源的配送权益，实现能源产业集群
落地云南。

作为“大能源”产业的核心驱动，能源
生产将担起大任。在电源建设方面，着力推
进澜沧江上游水电开发和金沙江下游乌东
德、白鹤滩电站建设。电网建设则要进一步
强化云电自用和云电外送，推进跨区域电力
交换枢纽建设，保障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用电
需要，加大城市配电网建设，为风电、太阳能
等能源发展提供网架支持，并推进建设金沙江
中、下游水电等大型电源电力送出工程。

充分发挥云南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的
通道优势，积极推进石油炼化一体化工业。
优先推进地面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积极开拓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利用。大力推进天然气利
用、能源装备制造和能源服务业。依托资源
和市场，加大引智引资力度，引入智能电
网、配套综合利用电厂等技术装备，实现生
产链的全面提升。云南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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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朱丹） 日前，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单公布，云南省共有208个传统村落入选。目前，云
南国家级传统村落数量达到502个，位居全国首位。

传统村落保护开发是云南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
内容和统筹城乡的新亮点。国家传统村落专家委员
会一致认为，云南省传统村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
底蕴深厚、民族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具有很
高的保护价值，因此，云南传统村落被划定为全国
范围内最具保护价值和发展潜力的六大组团之一。
此外，在国家组织的传统民居调查工作中，云南共
推荐上报24类、46个子类的传统民居建筑，是全国
传统民居类型最为丰富的省份。

本报电 历时 5年建设的蒙 （自） 河 （口） 铁路
近日正式开通货物运营，标志着中越边境河口口岸
首次接入全国准轨铁路网，云南有了第一条连接东
南亚的国际铁路大通道。

蒙河铁路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桥头堡
建设的重点工程，是规划建设云南4条出境铁路东线
中越国际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全长141公
里，北起玉蒙铁路蒙自北车站，南至中越边境口岸
河口县。这一铁路的建成通车，将进一步完善云南
铁路网结构，改善区域交通运输条件，对促进沿线
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增进民族团结，密切
国际经贸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云南昆明市官渡
区螺蛳湾商贸城社区启动诚
信日记、诚信月记活动，评
选出的诚信商户将享受子女
上学、社区医疗一卡通折扣
等待遇。

图为商户在签字墙上签
名承诺。

本报记者 杨文明摄

商户签下诚信承诺商户签下诚信承诺

2014 年云南·东盟国际足球
公开赛近日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首府芒市体育场拉开帷
幕。来自中国、泰国、缅甸、老
挝、越南等国的 20 余支球队展
开角逐。

图为球员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滇增208个中国传统村落
总数量全国居首

蒙河铁路开通货运
成滇首条连接东南亚铁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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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首条洲际航线即将起航
吴清泉

今年2月，云南省政府出台意见，明确
了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定位为面向东南亚、
南亚和连接欧澳美非的国家门户枢纽。打
造国家门户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成

为云南建设民航强省的重要内容。
昆明机场作为国家门户枢纽机
场，经过多年发展，已经逐步发

展成为中国连接东南亚、南
亚城市最多的机场之

一。近年来，新的发
展形势对航空

市场发展
提 出

了新的要求，积极开辟大洋洲、北美洲、非洲
的航线，已经成为云南必然要迈出的一步。

云南省民航发展管理局副局长张惟建
表示，云南下一步将着力打造国际航线网
络。在开辟昆明至欧洲枢纽城市巴黎航线的
基础上，昆明经浦东至温哥华航线、昆明至
澳大利亚悉尼或昆明至澳大利亚墨尔本航
线以及利用昆明至迪拜航线，拓展航线至埃
及开罗或南非约翰内斯堡等城市航线都已
经提上日程。

拓展加密东南亚、南亚航线仍然是重
点。目前，云南在东盟 10 国中已开通 7 国航
线，在南亚 7 国中已开通 5 国航线。根据方
案，云南将有计划分年度地新开昆明至印度
首都新德里、昆明至印尼首都雅加达等未通
航首都航线，以及昆明至印度孟买、印尼巴
厘岛、越南胡志明市、孟加拉国吉大港等重

点旅游城市航线，力争到 2017 年实现东
盟10国、南亚7国首都全覆盖并开通

重点旅游城市航线，使云南成为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

东盟战略合作中的重
要交通枢纽。

依托航线打造门户枢纽

昆明至巴黎直航开通后，平日的票价
是1800元，春节期间2200元。价格、时间的利好
刺激，旅游业首先受惠。云南的多家旅行社都推出了
从巴黎进出的德法意瑞直飞团，近9000元的价格比平时
低很多，而一些法国一地游的高端团也很受市场青睐。

欧洲在云南入境旅游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013年，云南海外旅游者总数达533.5万人次，其中欧洲
各国来滇旅游人数约 81.6 万人次，占云南海外旅游者总
数的15.3%。然而今年1—9月份，云南旅游海外游客人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0.68%，欧洲客源市场较去年同期也
呈现下降态势。

这次东航开通昆明—巴黎直航，改变了云南在开拓
欧洲客源市场的竞争中，因为没有直航而处于不利地位
的局面，必将进一步加强云南与欧洲之间的旅游交流与
合作，吸引更多的欧洲游客来云南旅游观光，从而有效
遏制欧洲客源市场入滇游客人数的下降态势。

据介绍，云南省将组团赴法国、意大利开展旅游宣

传
促 销 ，
还将拜访主
要旅行商，走访
知名组团社，商讨互
送客源事宜，并学习两
国旅游设施保护与开发、特
色旅游小镇建设经验。依托航线
优势，明年云南省还将加大海外客源
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的宣传力度。同时
积极培育新产品、新线路，开拓欧洲游客喜爱
的休闲度假、探险、修学等高端旅游产品。

趁热打铁开拓旅游市场

近日，云南省民航发展管理局宣布，云南始发的首条洲际航线——昆明至巴黎，将于12月18日首航。
航线的开通，结束了云南没有洲际远程航线的历史，对于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等重

要战略，构建和完善云南航线网络，打造昆明国家门户枢纽机场，补强云南旅游市场等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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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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