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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南亚特刊

“经济、文化、民心和思想
的互联互通”

问：自古，云南就是中国通往“三亚”“两
洋”的要塞。如今，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
下，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明确提出“云
南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
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
心”。在这双重背景下，云南建设西南国际大通道
有哪些重要意义？

刘一平：云南交通发展史，是一部对外开放
史。南方丝绸之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第三亚
欧大陆桥的战略构想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
对外开放。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上溯到遥远的古
代。春秋之前，它是一条南北民族迁徙、民间贸易
交往的自然通道。战国之后，这条通道逐渐演化成
巴蜀商人通过腾越进入印度的民间通商驿道。当
时，我国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
还未开通，从我国西南通往印度的这条古道成为当
时中国与外面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具有连接南亚、东南亚和
国内三大市场，沟通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独
特区位优势。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
化的新形势下，云南建设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陆路
国际大通道，有利于提升我国沿边开放质量和水
平，进一步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强与周
边国家的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增进睦邻友
好。同时，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边远地
区脱贫致富，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
现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和边疆和谐稳定。进一步扩大
开放是云南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选择，是主
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战略选择，是实现富
民强滇、与全国同步小康的现实选择。

云南省出境通道建设和国际道路运输的发展，
有力地推动了云南省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促进了周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创造了双赢以至多赢的局面，是对“亲诚惠
容，互利共赢”外交理念的忠实践行。

国际大通道的建设，连通的不仅是道路，更是
经济、文化、民心和思想的互联互通，大通道是致
富之路、交流之路，在云南建设中国西南的国际大
通道，是国家“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在云南
的率先实现，是将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
发展、共同繁荣的纽带。云南的“通”是中国的

“通”，是代表亚洲、世界命运共同体的互联互通。

“2020年，云南路网总规模
将达25万公里”

问：最近，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路网、航空
网、能源网、水网、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五网”建
设五年会战。云南交通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刘一平：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基础设施“五
网”建设五年会战的当天，滇中经济圈3条高速公
路 （武定至易门、江川至通海、功山至东川） 同日
开工建设，意味着云南高速公路五年会战拉开了序
幕。

在新一轮五年会战中，云南将估算投资1万亿
元加快综合交通建设。公路建设方面，力争开工建
设 2200 公里高速公路。进一步畅通“七出省五出
境”通道，实现云南全省所有州市通高速公路。打
通省际“断头路”、“瓶颈路”，实现与四川、贵
州、广西、重庆高速公路快速连接。推进连接周边
国家高速公路和国家级、省级口岸高等级公路建
设，规划建设沿边高等级公路。

五年会战实施后，云南将实现所有州市通高速
公路，铁路网络和在建铁路基本覆盖所有州市，50
万人口以上经济大县、滇中城市经济圈县县通高速
公路，“七出省五出境”高速公路网、“八出省五出
境”铁路骨架网和“两出省三出境”水运通道基本
建成，形成覆盖广泛的国内国际航空网，初步建成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综合交通体系，初步适
应云南跨越式发展的综合交通保障需要。到 2020
年，云南全省路网总规模达到 25 万公里，高速公
路通车里程达到 6000 公里，铁路营运里程达到
5000 公里，内河航道里程达到 5000 公里；干支线
机场达到 20 个，建成一批通用航空机场，开通国
际国内航线410条以上。

“老百姓是通路、通航最直
接的受益者”

问：云南高速公路“三年攻坚”建设成绩斐
然，南北大通道将在年底实现全程高速化。在大规
模的建设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您认为云南交通
建设哪些方面存在短板？

刘一平：通过高速公路建设三年攻坚，我们将

完成高速公路投资 1200 多亿元，开工建设高速公
路 21条，里程 1700公里，建成高速公路 19条，里
程 1100 公里。到 2015 年底，云南全省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达到 4000 多公里，在建高速公路 1551 公
里；16 个州市中，有 13 个州市府所在地通高速公
路，有3个州市的通州市府高速公路正在建设，实
现了所有州市府所在地通高速公路或在建；129个
县市区中，有 69 个县已通高速公路，有 11 个县的
通县高速公路正在建设，已建成或开工建设的通县
市区高速公路达到了62%。

三年攻坚建设的确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基于持
续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的规划需要加强，融资难仍
然是制约综合交通发展的关键因素，以建设运营的
标准为基础的服务水平还要提升，项目沿线地方政
府在征地拆迁政策和补偿标准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
和完善，等等。

发展不足，仍然是最大的问题。目前，云南与
同边国家和邻省的互联互通问题仍未解决。国际间
的通道中，云南境内段还有腾冲至猴桥、景洪至打
洛、文山至天保、昆明至清水河等高速公路还未开
工建设，与邻国的“互联互通”尚未形成；省际通
道中，还有昭通至金阳、江底至石林、泸沽至香格
里拉、华坪至攀枝花、香格里拉至隔界河、大理至
攀枝花、昆明至宁南等高速公路尚未开工建设，与
省际间“互联互通”问题也尚未形成；三是云南省
内的大理至临沧、云县至保山、大理至攀枝花、大
理至普洱等省内通道大量高速公路也尚未开工建
设，省内的互通也未形成。

问：要想富，先修路。通路、通航等对云南经
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云南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
通，对百姓脱贫致富将起到哪些重要作用？

刘一平：老百姓是通路、通航最直接的受益
者，大家的出行将随着交通的改善而更加安全、更
加便捷和更加舒适，大家出行的方式将有更多选
择。随着交通的改善，将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和有
力促进城镇化发展，让广大山乡百姓也能享受现代
文明成果。通路、通航不仅方便人员交流，还将促
进物流业的发展，使老百姓种植的产品更方便运
销。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将会使云南从末
稍变为前沿，为云南承接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提
供支撑，将大大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
把云南打造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加工贸易基地、清
洁能源基地、新兴石油化工基地、优势特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基地、生物产业基地、国际知名旅游目的
地。这将为百姓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就业条件，提
高收入水平，从而促进老百姓的脱贫致富。

“一带一路”助云南交通飞跃
—对话云南省交通厅厅长刘一平

马铱潞 郭雪艺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助助云南交通飞跃云南交通飞跃
——对话云南省交通厅厅长刘一平对话云南省交通厅厅长刘一平

马铱潞 郭雪艺

打开云南省公路交通规划打开云南省公路交通规划
图图，，你会发现以昆明为中心的你会发现以昆明为中心的
纵横交错的路网十分清晰纵横交错的路网十分清晰，，广广
州州、、上海上海、、西宁等通往昆明的西宁等通往昆明的
国内辐射即将形成国内辐射即将形成；；通往越通往越
南南、、缅甸缅甸、、老挝的路网国内云老挝的路网国内云

南段也已经完成南段也已经完成。。作为云南交通事业当家人作为云南交通事业当家人，，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刘一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刘一
平曾经执政德宏平曾经执政德宏、、红河两个地州红河两个地州，，对云南交通尤其是基层的交通建设了如对云南交通尤其是基层的交通建设了如
指掌指掌。。近日近日，，我们就云南交通的发展采访了刘一平厅长我们就云南交通的发展采访了刘一平厅长。。

去年的 10 月 7 日对云南普洱人民来说是惨痛的，强震来袭，
震中景谷县6.6级，普洱26个民族59万多人口不同程度受灾。

一年过去了，也许大多数人早已经模糊了记忆，可是对景谷
县永平镇震中芒费村委会七七村民小组村民王强来说却不能忘
怀。他说，当天，李纪恒书记 （时任云南省长） 连夜赶到永平镇
指挥抗震救灾，8日凌晨 4点多纪恒书记就来到我们村看望大家。
大家心里一下从惊慌变得踏实了，省长都来了，我们还怕啥。隔
壁邻居刘维激动地在自家墙上挂上‘党在，家在！’四个他自己写
的大字，我们老百姓是打心里感激啊！

今天，当我们重新踏入这片土地，感触深刻。新房、新医
院、新学校、新厂房，重建工作井然有序。真实体现了“党在，
家在”这朴实话语里折射出的深刻内涵。让所有灾区人民跨越灾
难，走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是普洱市委、市政府的郑重承诺，
景谷县委、县政府围绕“建设生态宜居和谐新家园”的总体目
标，重点实施民房恢复重建、民生改善、基础设施、防灾减灾体
系、特色产业增收“五大工程”。

10 月 7 日，永平镇迁糯大寨“过节”了，百姓们盛装载歌载
舞，全村70户重建户集体搬入新居。景谷县灾后一周年纪念活动
在此举行。

据介绍，截至 9 月 30 日，普洱市灾后民房恢复重建共 98239
户，其中，修复加固76090户、民房拆除重建22149户。普洱市民
房修复加固全部完工；民房拆除重建已竣工 18335 户，已有 8936
户重建户搬入新居。在芒玉旅游村、迁糯一二组、芒岛古村落配
套建设了农家乐 （客栈）、商店、公厕等设施，不仅让灾区群众住
上安全、经济、实用的住房，还为将来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
同时，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统筹考虑山、水、田、园、路，民族
风情和民居风格，规划好厕所、垃圾堆放和污水排放等功能，进

一步改善人居环境。
地震发生后，普洱市贯彻中央、云南省精神，围绕“六确

保、五防范、四保通、三加快、两稳定、一到位”的总要求，严
格落实“八包八保”责任制。国家减灾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
部联合工作组组长、国家地震局副局长修济刚深入灾区实地查看
后评价说：景谷灾区抗震救灾工作科学、有序、有效，创造了地
震救灾史上震级高、震源浅、人员伤亡小的奇迹，是他所参加过
抗震救灾中组织最有序的一次，普洱市委、市政府应急反应迅
速，统筹协调有力，抗震救灾凸显出“集中统一协调指挥、领导
干部包保责任到位、志愿者管理和引导工作系统科学、交通运输
保障特点鲜明”四大亮点，创造了抗震救灾“普洱模式”。

如今，永平镇中心卫生院医疗检测大楼修复加固基本完成；
景谷二中已经启用新建的教学楼，校园路面已经进行了硬化处
理；景谷县教育局局长陈德良介绍，全县教育系统灾后恢复重建
规划总投资2.4亿元，规划实施项目学校57所。其中，修复加固学
校 35所，其中 32所学校已完工并投入使用；22所需要拆除重建、
新建的学校中，有 3所学校完成恢复重建工作，16个项目已完成
招投标工作，累计完成投资超过4500万元。

“我们紧紧围绕‘转变一个职能，建立八个服务保障机制，处
理好四个关系，抓好五个结合’工作思路，科学、有力、有序、
有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今年12月31日前要完成受损民房维
修加固和拆除重建，到明年12月底将全面完成民生改善、基础设
施、减灾防灾、特色产业增收等恢复重建目标。”普洱市委书记卫
星说。

普洱灾后重建

“生态宜居新家园”
郭雪艺

物流业作为融合了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
息业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目前已经是我国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物流业调
整和振兴规划》，并把物流业纳入国家十大产业振兴
规划以来，我国物流业发展迅猛，不仅带动了区域经
济发展，还为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云南腾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云
南腾俊投资集团母公司。作为最早一批通过“三标体

系认证”的企业，是云南省首家具有跨境运输资质的
民营物流企业。物流供应链管理及商贸物流园区的
建设运营和管理是主营业务；公铁联运、仓储运营及
商贸物流一体化为该公司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腾俊物流董事长助理汤茂说，“大通道、大物流、
大商贸”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以
及长江经济带等为云南的发展带来难得机遇，尤其对
于我们物流企业，云南要构建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物流先行，只有凝聚了密集的人流、物流、信息流
才会有效带动当地的发展。

云南腾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云南腾
俊东盟多式联运仓储物流园区”项目作为昆明市

“十二五”规划的五大物流基地之一，2009年被省
交通厅列为“国家一级货运站场”，是云南省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三个一百”重点建设项目
之一；2010年云南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交通战备办
公室和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国防动员委员会办公
室联合批文，在园区建设“云南国防交通公铁运
输应急保障基地”，并荣获第七届中国国际物流
节“2011年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物流园区”、第八届
中国国际物流节2012年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物流
企业（项目）奖”和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

博览会“服务产品金奖”。
以现代化的经营模式进行运营，立足昆

明市，服务于云南省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大
湄公河次区域。依托我们在国内各口岸的
一体化专业运作体系，和遍及全国的营销网
络，坚持“专业化品质，个性化服务”的经营
思路，一直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完善管理体
系。汤茂说。

云南腾俊东盟多式联运仓储物流园区地处昆明
市晋宁县，靠近安（宁）晋（宁）高速公路、昆（明）玉

（溪）高速公路，紧邻昆阳支线中谊村车站，中谊村车
站在昆明铁路枢纽扩能改造工程昆阳支线读书铺至
昆阳段增建二线改造工程范围内，通过昆明枢纽连接
沪昆铁路、南昆铁路、云桂线、昆玉铁路及其扩能改造
工程、玉蒙线。

“腾俊国际陆港”作为昆明唯一被联合国亚洲与
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列入的具有国际重要性的陆
港和口岸型商贸物流园区，他们将为昆明“十三五”口
岸发展积极发挥促进国家西部与东南亚、南亚的物
流、商贸联通作用。

云南省副省长高树勋在视察该企业时，对“腾俊
国际陆港”作出极大肯定，他说，腾俊区位优势显著，
立体交通体系完备，建设标准高，既能借助滇中产业
新区发展的东风，促进项目的腾飞，又能丰富产业新
区的业态，为新区的建设添砖加瓦。“京东商城”等一
批知名企业选择“腾俊国际陆港”作为合作伙伴是强
强联合，下一步，“腾俊国际陆港”作为昆明铁路口岸
的分作业区纳入昆明铁路口岸监管服务范围，通过大
物流带动大商贸，抢占商机，利用物流、人流、资金流、
信息流的全面流通，为云南辐射中心建设做贡献。

大通道 大物流 大商贸
——借势国家战略跨越发展的腾俊样本

马靖凯 黄丽萍

图为云南省交通厅厅长刘一平与本报对
话。 马靖凯摄

图为永平镇七七村村民正在绿化新家园。 吕 禾摄

图为紧连泛亚铁路的腾俊国际陆港。（腾俊物流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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