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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西双版纳版纳：：

窗口效应拉动投资红利窗口效应拉动投资红利
马铱潞马铱潞 郭雪艺郭雪艺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 位 于 欧 亚 大 陆 东 部 ，

与老挝、缅甸山水相连，
毗邻泰国，边界国境线长达

966.3公里。被誉为“东方多
瑙河”的澜沧江·湄公河纵贯

其境，傣、哈尼 、布朗、拉祜
等 13 个世居民族形成西双版纳

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习俗
和生活方式。众多历史遗迹、佛

塔、亭井、佛寺以及具有代表性的
民居和村寨、民族节日 、宗教和民

族风情，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学
者、投资者。

“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
廊、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国家发展
战略为西双版纳发展带来莫大机遇，主
动服务、深度融入，以“服务全省全
国、服务东盟各国、发展西双版纳”的
理念，按照“一条路子、两个主动、三
个定位、四个全面、五个着力”战略布
局，西双版纳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打造一流的投资环
境、服务水平、权益保护措施等，加大
开放力度、深化全面改革，着力谱写

“中国梦”西双版纳篇章。

生 态

优异的光热水土孕育了西双版纳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西双版纳有植物
种类 5000 多种，占中国总量的 1/6；
动物种类2000多种，占中国总量的

1/4；建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02 万亩，
天然林总面积 1550 多万亩，全州森林覆
盖率达78.3%，素有“动植物王国”、“物
种基因库”、“森林生态博物馆”等美
誉，成为全球 25 个优先重点保护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圈成员和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风景名胜区。

坚持“生态立州”战略和“保护生
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弘扬生态文
化，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思路，以护
好“一片林”（热带雨林）、建好“两个
园”（环境友好型胶园和生态茶园）、种好

“一棵树”（珍贵树种）、办好“两个厂”（垃
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为切入点，西双
版纳有效保护了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
完整的热带生态系统，保持了生物多样
性与生态安全。目前，全州林地面积占
国土面积的 83.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
积占全省的 l/5，活立木蓄积量 1.4 亿立方
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1406亿
元；建设环境友好型胶园 13.4 万亩、生态
茶园 18.3万亩，新植珍贵树种 21.8万亩，
城市污水处理率77.6％、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100％。在实施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和主体功能区试点建设中，3 个县市已
全部命名为首批云南省级生态文明县市，
31个乡镇全部命名为云南省级生态乡镇，
其中 26 个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乡镇、比
率居全省第一。

动 力

发展生态经济，打造特色生物、旅

游文化、加工制造、健康养生、现代服
务五大产业是西双版纳重要举措，去
年 ， 五 大 产 业 产 值 分 别 增 长 9％ 、
15.4％、14.8％、55.8％、28.1％。粮食产
量实现 8 连增，干胶产量占到全国的
44％，取得有机、绿色、无公害茶园认
证 57.5 万亩，新增销售收入上亿元的生
物企业 6 户。新增香港、长沙等航线 9
条，接待国内外游客 1700 万人次、增长
13.8％ ， 旅 游 总 收 入 228 亿 元 、 增 长
32.8％。大项目带动大发展。近年来，西
双版纳坚持把大项目作为打基础、利长
远的大事要事抓实抓好，高位推动重大
项目建设的“三个一”“双二十”工作机
制；先后争取到国家和云南省资金 63 亿
元，金融机构新增融资 60 亿元有效解决
了融资难问题；面对审批难、用地难等
问题，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大刀阔斧改
革创新，不让行政措施拖发展后腿。景
宽二级公路、景洪绕城高速等在建项目
得以全面提速，南传佛教历史文化旅游
区、橄榄坝电站等项目推进加快；小磨
高速公路、国道213线普文至磨憨公路等
即将动工。大项目的推进夯实了西双版
纳跨越发展之基石。

改 革

改革开放催生发展内生动力。这几
年，西双版纳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推进农村农场、生态文明、投融资、财
税、政府机构、行政审批等重点领域改
革。云南省第一本 《林木权证》 在勐腊

县发放，景洪市国有资产投资公司 10 亿
元公司债券成功上市发行；工商、质监
管理体制和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逐步
推动，取消、下放、调整审批项目 159
项，压缩审批时限 1/3。私营企业新增
1426户、总户数达5.6万户；新达规企业
9户，列为省级成长型中小企业21户，扶
持微型企业100户，勐海茶业公司跻身云
南省百强民营企业。

开 放

西双版纳抢抓云南省为加快磨憨跨
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专项出台了 22 条政策
机遇，加快发展，仅去年一年，磨憨口
岸对外贸易货物总量增长44.9％、总额增
长20.8％，边民互市总量增长73％、总额
增长23.5％，出入境人员增长16.4％、车辆
增长19.2％。目前，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申报已由云南省政府报国家发
改委待批，关累、勐满口岸升格工作进入
待批阶段，打洛口岸加快恢复性增长。沿
边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成效明显，跨境人
民币结算量 30.36 亿元、增长 15.39％。“四
国八方”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六国艺术
节”和“边交会”影响力不断扩大。

近来闭幕的第十八届西双版纳边境
贸易旅游交易会上，淘宝特色中国西双
版纳馆、勐仑日月岛旅游、磨憨中交物
流产业园、福海樱花生态休闲度假区等
10 个项目签约，投资总额达 53.1 亿元，
签约项目内容涉及工业、农业、商贸、
旅游、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主动服务 深度融入

西双版纳抢抓国家战略机遇
马铱潞 郭雪艺

4月10日至20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傣历 1377 年新年节暨第十八届西双
版纳边境贸易旅游交易会在澜沧江畔举行。
边境贸易旅游交易会、傣历 1377 年新年节
庆祝大会，象脚鼓舞及民族文化大展演、万
人竞放孔明灯、赶摆、赛龙舟、泼水狂欢、
雨林音乐季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不仅让
西双版纳的百姓在节日里沸腾，更加快了西
双版纳对外开放的脚步，来自东南亚各国以
及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流连驻足，感受
西双版纳不一样的欢腾。

图①：迎圣水，送吉祥，圣洁
的取水仪式。

图②：欢快的民族歌舞展演吸
引了“老外”的眼球。

图③：“首届象脚鼓舞及民族文
化大展演”在景洪市主要街道及泼
水广场举行。

图④：欢快的泼水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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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西双版纳州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坚持
“大项目带动大发展、大招商促进大发展”的理念，创
新招商引资方式，提升服务质量，改善和优化投资环
境，2014 年超额完成了年度招商引资工作目标任务，
引进云南省外资金达 108.8亿元人民币，增长 26%，引
进外资达 3300 万美元，增长 100%。大连万达、世纪金
源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先后落地西双版纳，目前，
抓项目、扩投资，已经成为西双版纳工作的主旋律。

“黎明之城”景洪
转型生态文化循环工业

景洪，傣语意为“黎明之城”，作为云南省唯一
一个水、陆、空齐全的口岸和边境通道城市，景洪
拥有两个国家级口岸，六条出境通道。

2008 年以来，景洪引进了香港雅居乐、北京中
弘、深圳平安、云南白药等一批知名企业。傣乡水
城、嘎洒旅游度假区、澜沧江民族风情旅游区、勐
罕旅游名镇等项目拔地而起，为景洪建设宜居宜业
宜游，区域性国际生态旅游城市形成强大合力。

景洪市副市长罗淑兵在第十八届西双版纳边境
贸易旅游交易会上介绍说，目前，景洪招商重点已
由旅游商业地产转向生态文化和循环工业集群产业。

西双版纳保健品园区、勐龙240口岸通道和大渡
岗茶园旅游小镇项目是景洪下一步的大手笔。其中
西双版纳保健品园区位于景洪市勐养镇，是景洪市
依托生态、资源、区位等优势，积极探索和促进生
物产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的新举措，项目建设
规模达37.95平方公里。罗淑兵说，目前，园区总体
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国内外 30余家企业已前来考
察洽谈，部分项目已成功签订。景洪市勐龙240口岸
通道建设是“景洪—勐龙—‘金三角’—打洛—勐
海—景洪国际旅游西环线”的必经之路。240通道将
形成“一脉，两轴，十一区”的空间结构。罗淑兵
说，一脉即出入境交通动脉，两轴是旅游商贸主
轴，公共服务次轴，十一区主要涵盖联检区、口岸
物流中心区、仓储区、商贸旅游区等。

磨憨跨境经济合作区
中老携手共谋发展

磨憨位于中国最南端，与老挝接壤，毗邻泰
国。磨憨是我国通往老挝最重要的国家一类口岸，
是通向东南亚最便捷的陆路通道，磨憨距离景洪181
公里，老挝南塔省府 62 公里，泰国清孔口岸 228 公
里，越南奠边府216公里。随着昆曼公路、泛亚铁路
中线为主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日趋完善，特色优势
产业培育初见成效，对外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磨
憨已逐步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最佳结
合部、我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前沿。

磨憨跨合区以深化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为纽带，
突出与GMS国家的合作交流，国际口岸的服务功能
和形象日益显现。磨憨已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互
联互通的重要枢纽和门户。

当前，磨憨集经济开发区、边境贸易区、进出口加
工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于一体，随着勐腊（磨憨）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中国磨憨—老挝磨丁经济合作区创
建工作的推进，磨憨从过去的边陲小镇逐渐成为我国
面向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目前，磨憨已获国家批准享有异地办证、落地
签证、外国人就业、边民互市、粮食进口指定口
岸、景观植物进口指定口岸等权限，开通了中老泰
缅“金四角旅游”环线，跨境旅游业正成为新的增
长点。跨合区政务服务实施了“一站式、保姆式、
贴身式”和“马上办”等服务措施。

勐海
在开放中跨越发展

勐海县自古就是我国通往缅甸、泰国及整个东
南亚的便捷通道，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 146公里。
近年来，勐海以打造“西双版纳春城”、“中国普洱
茶第一县”为契机，抢抓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
略，不断加大开放脚步，2014年实现生产总值81.85
亿元，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34.06亿元。

勐海县副县长刚图介绍说，勐海县生物资源丰
富、生态优势突出、民族风情浓郁，是国际茶界公
认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和驰名中外的普洱茶
发祥地之一，素有“世界茶王之乡”、“鱼米之乡”、

“最适宜居住的真正春城”等美誉，是中国普洱茶的
最大加工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县”、“糖料生产基

地县”，开发生物产业的条件得天独厚。目前，勐海
正全面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力发展生态民族文
化旅游项目建设。

刚图在第十八届西双版纳边境贸易旅游交易会
上积极推介了高原特色农业、肉牛饲养基地及加工
生产线建设、江边沙滩休闲农庄项目。他说，高原
特色农业项目主要在于充分利用勐海县勐宋乡独特
的热带雨林气候，采用良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形
成生态农业生产的模式，建设以特色生态农业为基
础，以市场为导向，运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
和系统工程方法，以科学技术作支撑，以经济利益
为中心，发展高产、高效、低耗、无污染、无公害
的瓜果蔬菜、畜禽产品。

“绿色明珠”勐腊
开放共赢

2014 年年初，国家正式研究设立勐腊 （磨憨）
为国家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勐腊 （磨憨） 开
发开放初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泛亚铁路中线、昆
曼国际通道另半幅的即将动工，勐腊支线机场列入
云南省规划，国道 213线过境段勐腊—勐满 （岔河）
一级公路动工建设等将有效解决长期制约勐腊发展
的交通“瓶颈”。

勐腊县副县长陈辉说，关累港和勐满岔河通道
即将升格为国家级一类口岸，勐满口岸经济区即将
建设成为云南乃至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市场，以
橡胶加工、替代农副产品返销加工和进出口贸易等
主导产业，以绿色产业加工、仓储物流、组装加工
等为辅的生态工业园区。关累口岸即将建设成为我
国面向东南亚最大、基础设施最完善、通关效率最
快的国际性水路黄金口岸，良好的发展机遇将促进
勐腊走上发展快车道。

如今，勐腊已成为昆曼国际大通道上有名的优
质天然橡胶基地、生态普洱茶基地，下一步他们还
将向农特产品加工基地、珍贵林木种植和加工基
地、跨境休闲度假旅游基地等努力。陈辉说，我们
未来的发展定位就是以“勐腊 （磨憨） 开发开放实
验区、磨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深入推进为契机，
大力营造“建高速、破瓶颈、促开放、快发展、谋
跨越”的氛围，立足独特的区位和产业优势，全
力打造勐腊投资发展的广阔空间”。

西双版纳边境贸易旅游交易会上，勐腊
推出了勐满工业园区、勐腊县城农业加工
园项目。勐满工业园区是磨憨进出口贸
易加工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位于
勐满镇南端，距老挝班海检查站 6 公
里，距老挝勐新县 17 公里，距老挝
班相果码头84公里，距勐腊县城
56 公里，从园区出发，通过班
相果码头，一天内可达泰国
清盛码头，区位优势十分
明显。

压题图：泼水广
场上万人狂欢。

张 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