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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滇企赴孟投资渐热

“从5月份开始，陆陆续续有云南企业前往孟
加拉国谈项目，做项目落地的前期调研工作。双
边经贸往来逐渐升温，很多企业对孟加拉国未来
的市场非常有信心。”云南对孟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芳介绍，包括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昆药集团、山灞集团等多家公司赴孟加拉国
考察以后，已有在孟开拓计划；民营企业云南巨
力集团，已经和孟加拉国工业部及国家电网公司
接触，想参与孟加拉国国家电网升级改造项目；
云南南数传媒有限公司则希望获得孟加拉国地面
无线数字电视改造项目。

今年 6月南博会期间，中孟产能合作专题研
讨会吸引了南方电网云南国际公司、云南海投公
司、云南永乐海外有限公司、云南省建设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参与，反映出投资孟加拉
国的热度在持续上升。在研讨会上，云南省商务
厅还与孟加拉国工商联就建立互访会晤制度、帮
助企业加强商务联系、促进经贸投资合作和社会
文化交流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孟加拉国是我们今年主力推荐的海外投资和
贸易目的地，已多次组织会员企业赴孟加拉国进行
商务考察。”云南省国际商会秘书长李炜看好赴孟
投资前景。他认为，政治保障、政策扶持、人力资源、
地缘优势等在孟投资的大环境已具备吸引力。

多领域合作潜力大

孟加拉国究竟哪些领域最适合投资？双边进

行合作的优势在哪儿？
云南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处处长包文滔分析了

孟加拉国产业发展情况和云南省产业结构后，给
出答案：云南可以在农业、旅游文化、电力等方面
和孟加拉国企业开展投资合作。

她介绍，长期以来农业一直是孟加拉国的
支柱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达 25%。近
年来，孟加拉国对蔬菜、水果及乳制品的需求
量成倍增长，但该国农业生产质量不高，收益
不大。云南企业可以借助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农
产品加工方面的优势，加强与孟加拉国企业的
合作。

在旅游文化方面，孟加拉国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风景优美，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彩，投资空间
巨大。尤其是孟政府已经把旅游产业确定为优先
发展的领域，鼓励支持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孟加
拉国旅游资源基本处于未开发阶段，基础设施匮
乏，而云南在旅游开发上已经拥有相对成熟的经
验。依托云南与孟加拉国的地缘优势，旅游合作将
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

同时，孟加拉国还在使用传统闭路电视信
号，面临转型升级，云南可以借助先进的数字电
视设备和技术，在文化传媒方面与孟加拉国加强
合作。

包文滔还提出，云南可利用自身丰富的电力，
结合孟政府工业园区发展计划，通过新能源投资
与孟加拉国实现互联互通，加强进一步合作。此
外，在发电设施、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地产发展、
环保工业和废料处理、鞋帽制造等方面，也可以找
到与孟加拉国合作的机会。云南企业在上述领域
都有良好的发展基础，拥有较强的实力。

搭建政企沟通平台

“信息不对称是困扰企业赴孟投资的症结所
在。”陈芳介绍，由于信息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孟加拉国信息发布速度相对缓慢，交流渠道匮乏。
但是，目前这种情况正在改变。“9月1日开始，孟政
府把原有的总理办公室投资委员会和私有化委员
会两个机构进行合并，成立了孟加拉国投资发展管
理局，以进一步促进私人领域投资。”她兴奋地介绍
了刚从孟加拉国带回来的投资新规。她说，该局的
成立将减少机构扯皮现象的发生，为广大投资者提
供一站式的投资服务。“这意味着今后云南企业赴
孟投资将享受开放性的窗口服务，可以从孟加拉国
制定政策的源头去了解投资政策。项目是否可行，
需要什么资源支持，需要和哪些政府部门对接，都
一目了然。”

同时，陈芳也提醒云南企业投资孟加拉国需要
注意的3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政
策，与投资方、合作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是否有软条款，孟加拉国软条款非常多，稍不留意就
会为日后的合作埋下隐患。其次，要增强抗风险意
识，抗风险能力实际上就是核心竞争力，孟加拉国目
前处于机会多、风险大、回报高的发展阶段，企业赴
孟投资自身必须具备核心竞争力，才会有抗风险能
力，这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否获胜的关键因素。第
三，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孟加拉国是穆斯林国家，要尊
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云南企业在开拓市场的同时，
更要保护孟籍员工的权益，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参与
社会公益事业，积极促进当地社会对中国、对云南
的了解，增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云南是中国距离孟加拉国最近的省份，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建设将双方紧紧连在一起。2015年，云南和孟加

拉国贸易额近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50%，呈现迅猛增长

势头。随着双方交流不断深入，云南企业主动加强与孟

加拉国在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走出去”之路越来越

宽。

滇企抢抓“孟加拉机遇”
王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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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云南普洱的人
都会被这片绿色的森林

氧吧所吸引。无论是景迈
山云雾缭绕的日出胜境，还是
墨江闻名世界的双胞胎小镇，
普洱处处都用绿色让人瞩目。

正如普洱市委书记卫星所
言，过去5年，是普洱发展进程中
极不寻常的5年。坚持生态立市、
绿色发展，开创了大投入、大建
设、大联动、大开放、大发展的新
局面，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普洱
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谈及未
来5年，卫星说，普洱已处在多
个重大战略的交汇点上，为追
赶跨越、绿色崛起提供了千载
难逢的历史机遇。

绿色有机
成“代名词”

过去 5 年，普洱产业发展积
极迅猛。一产抓特色、二产抓突
破、三产抓升级，粮食生产实现
十二连增，林下经济加快发展，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成为普洱一
张亮丽名片；绿色工业发展壮
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17.4%，增速居云南前列。民营
经济蓬勃发展，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43.7%，成为推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增加就业的重要
渠道和财政增收的重要来源。

卫星说，在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安成为全民广泛共识
的背景下，从“种子”到“筷
子”、从“田间”到“舌尖”、
从“米袋子”到“菜篮子”，正
在掀起一场以“绿色有机”为
标 志 的 产 业 、 消 费 和 品 牌 革
命。这场深刻的革命，赋予了
普洱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
范区丰富的时代价值和人文内
涵，更加坚定了我们秉持绿色
发展理念，加快形成以绿色经
济为主导、绿色产业为主体、
绿色企业为主力、绿色消费为
主流的绿色发展新格局的信心
和决心。

未来5年，普洱将继续做精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做强绿色工业、做优现
代服务业、做快智能产业。

卫星说，空气带不走，生态带不走，但绿
色健康养生产品可以带走。我们要把普洱建
设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健康食品供应基地，让
绿色有机、健康养生成为普洱“代名词”，让广
大消费者成为普洱产品的“粉丝”。

为此，普洱依靠科技创新，
把发展绿色生态有机产品作为
主攻方向，和西南大学、云南大
学、首都经贸大学等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建立3个院士工作站（正
在申报 7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
以茶叶、咖啡、生物制药等特色
产业为重点，强化产业建链、补
链、延链、强链，建成了一批规模
化、标准化、专业化、产业化的绿
色产业基地，培育了一大批安
全、健康、优质的高原特色农产
品品牌，以大唐汉方为代表的生
物制药产业快速发展。

用足用好
金字招牌

普洱强化三个方面的工作
培育茶产业品牌。其一，抓标准
化建设。制定实施高于国家标准
的普洱茶地方标准，坚持从基地
种植、生产加工、市场销售全产
业链的标准化，从源头保障茶产
品的质量安全。其二，抓质量认
证。加快推进茶、咖啡等有机基
地建设，目前仅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就达 110 个，居云南省第一。

“祖祥”“原生”等一批普洱茶产
品还通过了国际有机认证。大力
开展普洱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
茶园登记和颁证工作。其三，抓
营销平台建设。建成云南普洱茶
交易中心、云南咖啡交易中心，
搭建了线上线下无缝对接的产
销平台，推动茶产品、咖啡产品
向资本化、金融化、货币化转变。
打造了帝泊洱、普秀、迷帝等一
批知名品牌；建成了柏联、茶祖
等一批集基地、加工、体验、养生
于一体的茶庄园，品牌培育取得
初步成效。

今 后 ， 普 洱 将 通 过 抓 标
准、抓品牌、抓融资、抓“互
联网+”、抓庄园等措施，进一
步 加 大 茶 产 业 标 准 化 生 产 力
度，建立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体系，加快推进普洱地理标识
设 计 、 认 证 工 作 ， 用 足 用 好

“普洱”这一金字招牌。依托龙
头企业培育品牌，以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为契机，把小品牌集中起来打造

“景迈山”大品牌，进而推动 26 座古茶山品
牌打造并逐步辐射延伸，将云南普洱茶交易
中心和云南咖啡交易中心建设成为国内最大
的茶叶、咖啡交易平台、投融资平台和
定价中心。

本报电 “各大景区内乱扔垃圾的情况少了，游客的
文明出行意识增强了，不仅减轻了景区环卫工作者的工作
量，也让旅游体验变得更加舒心。”近日，刚从普洱旅游回
来的昆明市民李先生说，这次长假出行比以往感受到更多
的文明体验。

从节前开始，云南全省各地积极开展提升公民旅游素
质各项活动。国庆长假期间，各州市重点加强了旅游城市的
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以及公共广场、商贸核心区、旅
游景点等重点区域的文明旅游公益宣传，积极开展文明旅游
志愿服务活动和文明旅游主题活动，通过宣传正面典型，营
造假日期间文明旅游浓郁氛围。10月7日是国庆黄金周最后
一天，踏上归途的游客以及长假坚守岗位的景区工作者大多
像李先生一样，对游客的文明旅游念念不忘。

在景区内捡垃圾的游客争先恐后，成为大理白族自治
州漾濞彝族自治县石门关景区的一道亮丽风景。国庆长假
期间，该景区开展了“垃圾换礼品”活动，游客可在景区
志愿者的引导下参与捡垃圾活动并兑换相应礼品，形式新
颖的文明旅游活动受到游客欢迎。普洱太阳河国家公园在
景区设置了文明旅游提示牌，倡导游客文明观景。据景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10月6日，景区共接待游客16701人
次，文明旅游蔚然成风。昆明世博园景区对旅游厕所进行
了升级改造，积极倡导游客文明如厕，让游客的黄金周体
验格外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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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国庆长假期间，云南小
（勐养）磨（憨）公路改扩建项目加紧
施工，据悉，目前，该项目已累计完成
投资75.5亿元，占初步设计批复概算
的 58%（2016年累计完成投资 39.57
亿元，占年度生产投资任务的71%）。

据该项目总指挥长张国辉介
绍，小磨高速公路是昆曼大通道中

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出境后经老挝
直达泰国首都曼谷，主干线连接中
国、老挝、泰国 3 个国家，辐射整个
东南亚，是亚洲公路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小磨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全
线采用双向 4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建设总里
程167公里，计划2017年建成通车。

云南小磨公路改扩建加紧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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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云南昌宁山水田园进入最美的丰收季节。近年来，昌宁县立足农业县实际，将县城周边的3万亩农田纳入保护范围，
为打造“山水相间、田城相融、田在城中、园在田中”的田园城市景观风貌保留生态基础。 吴再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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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田园 “醉”美丰收

本报电（周秋田） 日前，随着2列测试动车组从南昆客运专线
昆明南站上下行双线飞驰驶向普者黑站，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八纵八横”中广昆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昆客专百色至
昆明南段全线进入联调联试阶段，为年内全线开通奠定了基石。为
确保按期开通，南昆客专百色至昆明南段联调联试分段进行。9月9
日，百色至普者黑段283公里的线路开始联调联试，此次开展的是昆
明南至普者黑段203公里上下行双线的联调联试，实现了南昆客专
百色至昆明南段全线联调联试。南昆客专和沪昆客专在昆明南站实
现连通，两条高铁年内将开通运营，并与全国高铁网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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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受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邀请，云南省政府作为第
十四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的协办单位，派出代表团于 10月 8
日至9日在澳门开展相关活动。

据悉，本届旅游节由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主办，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中华海外联谊会和
云南省人民政府协办。期间，云南代表团开展旅游文化推介
会、文艺演出、高层会晤、工商拜访等一系列活动，借此加强
与澳门各界的学习交流，深化滇澳两地在旅游文化领域的合
作。

通过此次旅游节，云南向世界展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和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值得一提的是，包括云南省歌舞剧院
优秀艺术家在内的98名演员先后上演3场民族歌舞表演，让观
众领略红土高原厚重灿烂的民族文化，感受云南各族人民似火
的热情和美好的祝愿。

据了解，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是澳门一年一度的重要文化
旅游盛事，至今已成为传播妈祖文化、联结海内外华夏儿女、
促进各地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历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
均由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主办，并邀请内地的一个省 （市） 政
府作为协办单位之一。

云南协办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

图为工人在抓紧施工。 许 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