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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后稍作休息，市民何女士开始了
一天的健身运动。“我每天晚上都习惯跑跑步、
做做运动。如今环境好了，大家也愿意从家里
走出来，一边健身一边享受美景。”她说。

澜沧江沿线的环境建设和改造，只是景洪
市创建国家生态市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景洪
市坚持“生态立市”发展战略，自 2010 年国家
生态市创建工作启动以来，努力探索具有地方
特色的生态建设之路。经过 5 年建设，景洪市
生态建设规划项目顺利推进，规划指标全面达
标，国家生态市创建取得喜人成绩。

【注重城乡统筹环保建设】

在国家生态市创建过程中，景洪市把环
境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思路从“关注城市”转
向“城乡统筹”。目前，全市10个乡镇都建成了
生活污水生态湿地处理系统，7个乡镇完成了
生活垃圾处理厂建设。

走进景洪市嘎洒镇生活污水处理中心，
仿佛走进一座小型花园，草地、池塘、果
树、鲜花随处可见。景洪市环保局负责人介
绍：“整个集镇的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收集后，
最终汇集流入这个污水处理系统，经过这几
个池子沉淀、净化后，流出的水体直接进入
了农灌沟，用于农作物的灌溉。”

据介绍，投资210余万元的嘎洒镇污水处
理系统，自2013年投入使用以来，污水收集率
达80%以上，日污水处理能力达1300立方米。该
系统的建成使用，极大改善了嘎洒镇的环境面
貌，提高了乡镇与周边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提升
了嘎洒镇整体形象，促进了嘎洒旅游小镇建设，
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样完成了环境“美丽转身”的，还有景洪
市勐罕镇曼嘎俭村委会。有时三点两点雨，到
处十枝五枝花。午后时分，漫步在曼嘎俭村委
会，一边聆听偶尔传来的声声蝉鸣，一边观赏
村道两旁郁郁葱葱的古树和娇艳欲滴的鲜花，
成为当地居民一件十分惬意的事。

眼前这干净整洁的美景，得益于农村环境
综合连片治理示范村项目的实施。景洪市环保
局负责人介绍说，为做好曼嘎俭农村环境综合
连片治理工程，景洪市重点实施了居民庭院雨
污分流工程、村落污水排水工程、村落污水处
理工程、村落垃圾收集清运工程等4项整治工
程，从“源头—途径—末端”做好污染控制。

【全力推进生态产业发展】

在国家生态市创建工作中，景洪市把构
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态产业体
系，作为创建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大渡岗乡素有中国“茶叶第一乡”美誉，
该乡拥有茶园面积7.6万亩，其中连片茶园4.2
万亩，是世界最大规模连片茶叶种植基地。该
乡云宝茶厂与云南省茶业科技园合作建设的项
目，每公斤干毛茶出厂价却达到260元以上。

“去年我们生产的特级红茶出厂价格是每公
斤 480 元，市场售价则超过 1000 元。一级红
茶、特级绿茶、一级绿茶每公斤出厂价也在260
元到500元不等。”云宝茶厂总经理李建华介绍。

好价格靠的是高品质支撑。据介绍，云
宝茶厂与云南省茶业科技园自2011年投资建
设有机生态茶园以来，先后改造茶园 500 余
亩，采取“三无四不”，即空气无污染、土壤
无污染、地下水无污染；不施化肥、不打农
药、不用添加剂、不采用转基因工程技术管
理方法，将传统茶园提升改造为有机生态茶
园，并于 2013 年通过了国家有机茶认证、
2014年通过欧盟有机茶认证，其茶叶品质受
到市场认可，在茶叶产量亩产减少 3/4 的情
况下，实现了产值翻番的目标。

通过实施生态农业和开展“三品”认证（即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建设
工作，景洪市生态产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果。

“截至 2014 年，全市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在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中所占
比重超过六成，茶叶、热带水果、粮食、反季节
蔬菜、畜禽及水产养殖无公害认证基地达 36
万亩，‘三品’种植比重达到国家生态市创建要
求。龙园号普洱茶、椰象大米、百果洲果汁、滇
南小耳朵猪、茶花鸡等13个‘三品’系列产品，
凭借着优异的品质，在昆明市场闯出了空间、
打响了品牌。”景洪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道。

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景洪市还不断
加强农业面源和畜牧业点源的污染防治工作。

生态细胞工程着手早、力度大的优势，为
景洪市创建国家生态市打下了坚实基础。全市
10个乡镇中，有9个已获得国家级生态乡镇命
名，1 个已通过国家考核待命名。创建工作期
间，全市坚持推进规划项目实施，先后投入各
类资金约 16 亿元。截至目前，《生态市规划建
设》提出的工程除少数因特殊原因停止或暂缓
外，绝大部分工程均保质保量按期完成。

七月，荔枝红了、熟了。全国种植
荔枝的地方不少，笔者最喜欢的莫过于
藏身于世界第三大峡谷——怒江大峡谷
中的保山芒宽荔枝，尤其是怒江之上现
今唯一活着的那座古桥——双虹桥附近
山野生长的荔枝。

我国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璋写过形象生
动且富有文学情趣《南州六月荔枝丹》，而
笔者的感受是“芒宽荔枝”兼具细嫩、脆爽、
清甜、幽香等特质，特别之处是“凝脂而不
溢浆”，说白了就是汁水不会乱溢，吃得你
满手都是。

在芒宽，数万亩的荔枝，集聚了“大红
袍、桂味、糯米糍粑味、妃子笑”等当今世界
上最招人喜欢的荔枝品种，更兼大峡谷立
体气候的多维孕育，滋味可谓“嚼疑天上
味，嗅异世间香”。

有品鲜者云：行至大峡谷潞江坝，扑
面而来的风，都带着荔枝的鲜香……

周末，循大理至瑞丽高速公路一路向
西，很快就到怒江大峡谷保山潞江出口，然
后沿怒江西岸六曼公路向北蜿蜒前行，半
个小时车程即可到达。

驾乘途中，依窗而视，高与天接的高黎
贡山起起伏伏，怒江东岸的千仞峭壁呼啸
奔腾，路旁不时簇起的荔枝林里，可见三三
两两着傣族服装的小姑娘采摘羞红欲滴的

“妃子笑”、亦可见低眉顺眼随意靠在树下
的傈僳族少女把弄露浓芳馨的“大红
袍”……人儿婀娜、果儿娇红，好看极了！

恰逢一场清凉夏雨落地，车子驶达
了目的地——公路旁边一个叫烫习村的
地方。

丰收时节，细雨就是喜雨，细雨绵
绵即喜运绵绵。吃早

饭的时候了，恋恋
不舍的细雨喜运依

旧 在 烫 习
村徘徊。芭

蕉叶或是杂树叶临时搭建的凉亭下，四
方赶来的游客围坐在竹子编织的小篾桌
旁，一只手把剥好的晶莹的荔枝往嘴里
送，另一只捏了银色的调羹往碗里舀起
一勺荔枝蜜，双手不得闲，眼睛也不空
着，早就盯上了喝着土罐茶泡荔枝蜜的
邻座……果果、蜜蜜和茶茶排着队往嘴
里送，这是哪家哪处的神吃，馋得如此着
急忙慌、如此味蕾绽放！看来，也只在芒
宽、在双虹桥才有。

当地有话说“饱食荔枝是神仙”，
就在“众神吃”馋像毕露的当口，村长
一脸神秘地隆重推出了“荔枝树王”，
一听是荔枝中的王，“众神吃”哪顾得
上细雨霏霏，齐齐窜出凉亭，直奔树王
而去。

荔枝树王果然不失王者风度——招
展的绿袍中，雨露浸润的荔枝似玛瑙珍
珠成串成串的摇曳生辉，轻轻摘下一

粒，那果儿像极了水灵羞红的仙女仙童
小脸，“露浓冰厚更芳馨”，实在是太馋
人、太馋人！柔柔地解开果衣，俯唇吮
吻荔枝“锦苞紫膜白雪肤”，然后循着
她特有的鲜香，一口咬下去，肉汁酸酸
甜甜绕舌而走……

耳畔突然响起象脚鼓音，闻声走出荔
枝园，原来是十来个傣族、傈僳族女子盛
装鼓乐迎宾，芒宽乡在烫习举办的乡村荔
枝歌舞会开场了。观众中除了当地百姓，
还有不少是从西安、太远、湖北、重庆等地
赶过来的，大家关注的除了荔枝还是荔
枝。舞台上，演奏的、舞动的、唱的、说的，
无一不是怒江大峡谷人家的“荔枝”生活
——不信！你听那主持人声如莺啼，笑似
银铃，说的都是有关荔枝丰收的话题；你
看那农民舞者形舒意广从容而舞，舞韵舞
脉皆和荔枝相通；再看那少女轻步曼舞像
极了江风摇曳“妃子笑”，少男腾挪翻飞分
明就是鹊鸟欢聚“大红袍”……

烫习七月，荔枝绯红漫村，绯红化
作美妙音符，飞越千山万水，讲述着劳
动者最幸福的生活。芒宽七月，荔枝绯
红漫峡谷，绯红醉透怒江上下，聚起两
岸处处金山银山。

芒宽：荔枝绯红漫怒江
赵剑 吴媛媛 冉懦珲

本报电 （周秋田）
7月15日，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和云南省委宣传
部合作共建的云南大学
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
院、云南民族大学南亚
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在
昆明揭牌。

据 介 绍 ， 云 南 大
学南亚东南亚国际传
播学院和云南民族大
学南亚东南亚国际传
播学院将从今年开始
招生。两所学院将整
合 现 有 小 语 种 资 源 、
新闻传播资源，按照
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
制定培养计划。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将积极
参与学院学术委员会
工作、编写教学大纲
和课程设置，并为学
院提供实训基地。

南
亚
东
南
亚
国
际
传
播
学
院
成
立

中国—东盟南亚特刊中国—东盟南亚特刊2016年7月19日 星期二2016年7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石 畅 邮箱：842180289@qq.com

本报云南电 （郭雪艺） 近日，云南省政府出
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产城融合发展的实施意
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云南全省每个县、市、区
要形成1至2个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集群，全省形
成 30 个特色鲜明、辐射力大、竞争力强的产业集
聚区。

该《意见》分别从统筹规划，加快构建滇中城
市经济圈、沿边开放城镇带、5个区域性城镇群和
7条对内对外开放经济走廊城镇带为主体构架的
区域发展新空间；推进园区和城镇基础设施、产业
发展、市场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生态
环保一体化建设；推动园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
点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石化等新兴支柱产业，做大做强旅游、烟草、能
源、矿业等优势支柱产业，加快推进金融、现代物
流、大健康、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创新园区发
展模式，积极推进“一区多园”“数县一区”“数县一
带”和合作共建等形式，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建设一批创新平台，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
协同发展；创新招商引资方式，鼓励产业园区同商
业银行、担保机构、投资机构合作，引导民营资本
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和公用工程建设；坚持生态优
先，鼓励园区实行绿色规划、设计和施工，主动纳
入海绵城市建设范围；积极实行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严格控制“三高一
低”、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和排污不达标企业，入园企业必须做到

“零排放”；改造提升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加快
提升园区公共管理服务水平几个方面对主要任务
进行逐项分解。

《意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云南全省产
业园区布局科学合理，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
主导产业优势突出，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生态环
境进一步优化，城镇综合服务功能不断提高，基
本形成具有云南特色的产城融合发展体系。力争
全省主导产业集中度年均提高 2 至 3 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年均提高 3 至 4 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年均提高
20%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逐年明显下降，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和亩均税收年均提高 20%以
上。生物医药、有色金属深加工及新材料、先进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环保、石化、轻工等新兴
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4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园区比重超过25%。

进一步明确了各地要增强推动产城融合支持
力度，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加大资金支持，拓
宽筹融资渠道，积极争取国家有关政策支持，尽
快编制出台全省产城融合规划。

本报电（田春琼） 7月 11日，“滇泰教育合
作交流活动”在云南民族大学莲华校区举行，
云南与泰国展开了教育的深入合作和交流，云
南将再引入泰国优质教育资源，泰国与云南的
教育合作将再次升级。泰国 11所高校代表、云
南28所高校代表参加了本次交流活动。

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旨在落实好第五次
云南—泰北合作工作组会议共识，丰富 2016 中
国—东盟教育交流年活动内容，推动滇泰教育
合作发展，凸显 2016 东盟—中国教育交流年，
共同推动云南—泰北合作工作组机制可持续发
展并发挥更好效能。

云南民族大学将进一步拓展与泰方各领域
的合作，加强项目合作、人员互访、人文交流。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周荣介绍说，2011 年以
来，云南财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
学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清迈大学、
宋卡王子大学、孔敬大学等40余所学校、教育机
构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或备忘录，建立了合作关

系，开展了联合培养、短期培训、师生交流、研
讨会、论坛等一系列合作项目和形式。

“滇泰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展现出规模不断
扩大，渠道不断拓展的良好局面。”周荣认为。

为进一步推进云南与泰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拓展合作项目，探讨更广阔的合作领
域，周荣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加强教育高层互
访，由政府部门出面推动并深化与泰国的教育合
作交流。二是加强云南省学校与泰国学校的合作
交流，开展更多的“走出去”、“请进来”合作项
目。鼓励云南省高校引进泰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及
资源，推进双方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共
同促进学分互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国际
化人才。三是进一步推介泰国和云南教育，扩大
双方教育的影响力，加大对云南省政府奖学金的
资助力度，吸引更多的泰国学生来滇留学。四是
扩大交流渠道，积极推进师生交流。五是互相支
持开展语言教学，请泰方为云南省发展泰语小语
种教学提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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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泰教育合作驶入快车道滇泰教育合作驶入快车道

据新华社昆明 7 月 16 日电 （记 者齐中
熙）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我
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昆明火车
新南站及关键性的市政配套道路工程，16 日
完成主体施工，为新南站如期开通运营创造
了条件。

作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
目，昆明火车新南站集铁路、轨道交通、公交
和出租等市政交通设施为一体，站房总面积
33.3 万平方米，共设置了 30 条线路、16 个到
发站台和 16 条市政配套道路，是我国西南地
区规模最大、服务功能最齐备的特大型国际化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总投资约 21 亿元。在实
现功能与服务的同时，新南站的设计巧妙地体
现了云南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等独有元素。

新南站是云南“八入滇，四出境”国际铁
路通道的重要枢纽工程。昆明火车新南站在今
年 11 月底建成投入运营后，将作为“兰昆通
道”、“沪昆通道”、“南部沿海及西南通道”和

“泛亚铁路”等四大通道的汇合点，时速 200 公
里以上的动车组将首次进入大西南，标志着云
南高铁时代的来临。

西南地区最大综合交通枢纽完工

云南景洪：

“美丽转身”扮靓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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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
2016 年 全 国 青
少年阳光体育大
会暨云南省第二
届“阳光体育”
大会和青少年户
外体育活动在云
南丘北县普者黑
营地举行。图为
云南德宏代表队
选手在划船竞赛
中。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阳光体育阳光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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