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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云南力帆骏马车辆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里一派
忙碌景象。操作人员正在运用3D打印技术打造新款重型卡
车模具。“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年前考察我们公司时强调，要
通过创新赢得发展，让我们深受启发。”该公司董事长马伟
亮表示，过去一年，公司投入了20亿元实施技术改造，获
得了20项专利，产品更接地气了。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讲话中特别嘱
咐：“（云南要）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在提高创新能
力上下功夫，扎扎实实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来。”牢
记嘱咐，这一年，云南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驱动转换经济发
展动力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传统产业技术改造逐步加快，
实体产业强筋壮骨，新兴业态逐渐“长大成人”，云南工业经
济和投资结构实现了稳中有升、调中有进。

石头也能造“纸”

沿着安宁市温泉镇曹溪寺方向行驶，笔者来到位于半山
上的一处车间，这里正在生产一种介于纸张和塑料之间的新
型材料，因其原料为石头（碳酸钙），而被称为“石头纸”。

“生产一吨‘石头纸’可少砍伐木材3.75吨、节约水资
源 100 吨、节约石油资源 2.3 吨、减少‘三废’排放 60
吨。”云南昆钢钙镁熔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严扬介绍，“石
头纸”具有环保、防水、防潮、防虫蛀、耐油、耐低温、
可微波、可降解和回收利用等特点，且在生产过程中实现
了不砍树、不用水、不漂白、不排“三废”等。

这种“纸”由该公司旗下的云南昆钢石头纸环保材料
有限公司具体负责生产，现已建成年产5000—8000吨“石
头纸”及其包装材料的生产线，预计今年将实现产值2400
万元。

昆钢“石头纸”仅是云南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潮中的
一朵浪花。去年，云南实施新开工、续建、竣工投产“3
个 100”转型升级重点项目计划，改造传统产业；同时，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研发推广应
用和创新平台建设，实施了100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前3
季度，100项工业转型升级重点竣工投产项目已有 45项建
成或试生产，100 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
76.8%，并建成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9家。

此外，面对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减弱的形势，云南
围绕支持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出台
若干政策措施，“互联网＋”在一些州市迈出实质性步伐，
云南经济正逐步从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型。

高新技术企业资产达5166亿

科幻片《终结者2》中的大反派T1000是个液态金属机器
人，在高温下才会被融化。现实中，科研人员也找到了一种金
属，在室温下就呈现液态，并成功将其应用在多个领域。

由中科院理化所科研团队研发的液态金属系列高新技
术去年在宣威市实现了产业化应用——世界首套液态金属
电子油墨、液态金属电子手写笔生产线以及国内首套液态
金属导热膏、液态金属导热片生产线建成投产。

“液态金属是一种性能优异独特的新材料，在常温常压
下呈液态像水一样流动，它不仅可为电脑、手机等电子产
品降温，还可应用到先进能源、航空热控、LED照明、人
体神经修复等领域。下一步，将会有更多的产品生产线在
宣威投产，届时云南将会建成引领全世界的液态金属产
业。”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教授刘静是全球首台全自
动液态金属电子3D打印机的发明人，同是也是土生土长的
云南科学家。据其介绍，该研究历时 10多年，现已获得了上
百项专利，以液态金属为原料，可以延伸产业链，发展系列下
游产品，对电子行业的创新发展将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回眸2015年，云南通过政策引导、项目支持和产业辐
射，增强研发实力、壮大“云南创造”新军、提升经济效
益。过去一年，共有 297家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资产达 5166亿元，共有 743家高
新技术企业实现盈利，占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 81%；全省
高新技术企业申请发明专利 940项，新立项研发项目 3153
项，开发新产品2106个。

把科技企业“扶上马送一程”

在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功能材料事业部的铂网生产
车间，在整经工序绕经筒上，56 根银丝铂丝有序绕动着。见
到有一根丝断了，操作工小心轻柔地将断丝接上。当细如发
丝的贵金属铂丝制成铂网产品后，将作为催化网应用于化工
行业。整个“十二五”期间，这家公司累计承担国家、省市科技
项目140余项，投入科技活动经费约3.68亿元。

在云南，这样的“金”工细作、以科技创新谋发展的事例
每天都在发生。为帮助这些科技企业实现成果转化，云南走

“产学研用金”之路，把科技企业“扶上马、送一程”。按照PPP
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编者注），云南设立了规模
超过10亿元的云南省科技成果转化与创业投资基金及4只
子基金，全省上市挂牌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0家。

通过培育扶持，云南高新技术企业较上一年增加 136
家，生物疫苗、天然药物研发、稀贵金属功能材料、催化
材料、锗材料等制备技术以及车用柴油发动机、氯化法钛
白粉量产技术、大型铁路养护工程机械、长距离固液两相
输送技术等保持全国领先或先进水平；烟草、甘蔗、茶
叶、橡胶等生物资源的研发转化保持全国一流水平。

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正在进入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的“广阔田地”。正是因为依靠这些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
轨道，云南的跨越式发展获得了强劲动力。

实体产业强筋壮骨 新兴业态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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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云南电（李文圣） 在日前召开的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上，云南省6个项目获奖，其中技术发明二
等奖 2项、科技进步二等奖 4项。获奖项目涉及有色金
属冶金、交通运输、农业、人口健康等领域。以下为其
中两项。
■项目：山区高速公路运营保障关键技术及装备
■荣誉：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该项目由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工
程师孙乔宝等主持完成，主要针对西部山区高速公路桥
隧道结构安全保障、高陡边坡稳定性保持和连续下坡路

段安全运行性能提升等方面的技术难题，攻克了高墩大
跨混凝土桥梁缺损状况监测评定、隧道安全可靠性移动
快速无损检测诊断、高陡边坡稳定性甄别与保持和连续
下坡安全保障等关键技术，形成了保障西部山区高速公
路安全运营的关键技术及装备。

该项目成果在云南、重庆、浙江等省市的53条山

区高速公路上成功应用，累计应用里程达3960公里，研
制的装备应用于 1129 个路段，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达
53.89亿元。
■ 项 目 ：基于酶作用的制革污染物源头控制技术

及关键酶制剂
■荣誉：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该项目由云南师范大学教授黄遵锡等参与完成。全
国已有 300多家制革企业全部或部分采用了该项目技
术。成果对提高制革工业的清洁生产水平和促进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伴随着40艘古滇特色画舫船起航，云南
“十大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之一的“七彩云
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首期项目上个月在昆
明晋宁正式开放。昆明市晋宁县石寨山古滇
国墓地遗址等是“古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今在晋宁，以此为标志的古滇文化开
发将强势启动。这笔历史财富正转变为预计
总投资220亿元的旅游品牌。

2亿年前的海水笼罩；300万年前地质运
动创造了伟大的西山和滇池；公元前 108
年，司马迁 《史记》 所说的“彩云南现，遣
使迹之”；马可·波罗13世纪所言的“壮丽大
城”……它们共同构成了昆明这座城市的文
化轨迹。近年来，昆明不断加大城市文化研
究，历史遗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建设规
划，传统的文化名城风貌和新城市文化景观
建设热火朝天。

■再造古城兴旅游

晋宁县是古滇都邑、益州郡治所。再现
灿烂的青铜文明，是几辈滇人的共有梦想。

经过审慎研究，昆明决定在滇文化发祥
地晋宁全力打造古滇文化旅游项目，用3到5
年再造一个古滇文化名城。

该项目以集中展示云南多民族文化、古
滇历史文化，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生态
环境示范、养老养生产业、宜居社区建设城
乡统筹发展于一体，充分发挥云南丰富的旅
游资源，并力争成为国家 5A 级生态文明旅
游示范景区。去年 11 月 15 日，该项目一期
工程滇海古渡大码头、精品湿地公园等正式
开放。

未来两年，温泉旅游度假区、七彩云南

欢乐世界、养生养老度假区、古滇大剧院、
古滇博物院、滇王林苑大型城市森林公园、
民族部落、五星级酒店等一大批公益性项
目、旅游项目、惠民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
项目将相继亮相。2018年，整个旅游板块和
城市基础配套将基本建成。

■多元文化汇昆明

古滇文化以滇池为中心，是劳浸、靡
莫、叟等部落融合周边兄弟民族文化、中原
文化，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浓郁
地方特点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

在中华文化大家庭链条上，昆明并没有
像成都的三国文化、西安大唐风韵或是岭南
一带的城市获得文化输出或是启蒙者的主导
地位。昆明更多是在文化流径中体现自己的

融合能力，因此昆明被定义为风景型历史文
化名城。

近现代以来，昆明文化越来越体现出
鲜明国家文化意识。昆明本土文化借助山
川地理和民族交融，天然拥有绚丽多姿的
禀赋。

就拿昆明的工业文化来说，滇越铁路、
耀龙电灯、石龙坝水电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
成为昆明工业文明最早的一抹曙光，也是昆
明制造业文化传承的少许亮色。没有滇越铁
路输送的文化视野，也许就没有抗战时期滇
军的血性及其在台儿庄战役里的大放光芒。

■传统古村迎新生

因为文化保护，龙头村 （位于昆明北郊
龙泉镇——编者注） 隐匿的岁月正徐徐展
开。

1941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
主任、著名作家老舍来到龙头村。此时，北
大文科研究所、清华文科研究所还在。梁思
成、林徽因的中国营造学社已随史语所迁往
四川李庄。老舍在梁林设计的宅院里听到该
房的第三任租住者、中国古琴艺术大师查阜
西先生独奏大琴。

老舍在其文章中描绘的美景正在呈现。
2011年11月，昆明市政府通过龙泉古镇保护
和建设规划。2013 年龙泉古镇一期启动。
2014年闻一多公园立项，围绕西南联大35位
文化名人旧居的一大批文物古建原址保护。
二期包含梁思成林徽因纪念馆，三期中有中
央研究院史语所纪念馆。这些文化展陈已在
筹建中。围绕这些蕴藉深远的文化遗产，源
于传统的文化名城风貌和新城市文化景观开
始建设。

就像当年的孩子期盼父母从城内的返
还，就像闻氏兄弟伫立村旁等待父亲闻一多
带回几颗蚕豆，就像林徽因在茶花院里等待
费慰梅的信函并希望能向对方娓娓讲述——

“亲爱的朋友，昆明天空明净湛蓝……”它
代表着我们逝去的故乡，那来自记忆深处而
又刻骨铭心的故乡印迹，一把把泥土、一扇
扇窗户、一块块青砖，都在生长。

昆明昆明：：文化再造城市灵魂文化再造城市灵魂
阿阿 里里

2015 年，昆明海关共监管国际快件
106.4 万件，突破 100 万件。目前，进境的
快件大多是网上购买的境外保健品、化妆
品、母婴食品等个人自用物品，主要来源
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
港等国家或地区。图为工作人员在检查进
境快件。 冯 舒摄

大理国际茶花大会将办

本报云南电（郭雪艺） 1月 8日，2016中
国大理国际茶花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昆明召
开。2016 中国大理国际茶花大会、第十届中
国（大理）茶花博览会、第九届中国大理国际
兰花茶花博览会和第二十六届中国（大理）兰
花博览会将于2月21日至26日在大理举办。

国际茶花大会期间，将有来自美国、英
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近20个国家和地
区的 131位国际茶花协会理事、会员及 55位
国内会员和专家学者齐聚，就“山茶属植物资
源与保护”、“山茶育种与繁殖技术”、“茶花栽
培与茶花加工技术”等主题进行交流。

据悉，国际茶花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是国际茶花界的盛会，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
推动茶花事业发展，传承茶花历史、促进学
术、园艺方面的研究发展。自 1962 年以
来，大会已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
亚、中国等国家成功举办过27届。

第十届中国 （大理） 茶花博览会、第九
届中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将以大理古
城文庙为茶花展主展区，分为国际茶花品种
展区、中国茶花展区、大理茶花展区等，展
示展销包括“恨天高”、“朱砂紫袍”、“松子
鳞”等涵盖大理茶花“八大名花”为代表的
海内外茶花精品和文化创意。

卡斯镇是云南省昌宁
县布朗族的主要聚居地，
全镇共有 1826 人。近年
来，依托《云南省扶持人
口 较 少 民 族 发 展 规 划

（2011-2015 年） 》 和 其
他少数民族扶贫开发项
目，布朗族群众实现了脱
贫致富梦想。图为该镇新
谷村中寨组村民李云梅通
过种养结合发家致富。

吴再忠摄

布
朗
族
群
众
喜
脱
贫

布
朗
族
群
众
喜
脱
贫

昆明国际快件首破100万件昆明国际快件首破100万件

云 南 来 风

本报云南电 （韩成圆） 日前，
笔者从省商务厅获悉，“十二五”期
间，云南省驻境外商务代表处达 21
个，仅在 2015 年一年间就推动了 11
个代表处的设立，实现了对南亚东
南亚国家的全面覆盖。

驻境外商务代表处作为云南省
政府批准设立并委托省商务厅、省
外办和省财政厅管理云南省对外开
放和外经贸服务常设机构，已在老
挝、缅甸、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
及我国香港等地建成。

“十二五”期间

云南设立驻境外
商务代表处2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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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6项目获国家科技奖

▲ 图为大理市区的茶花。▲ 图为大理市区的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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