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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无量山
樱花迷人眼

每年11月中旬，全国大部分地方刚刚进

入冬季。而云南大理南涧县的“春天”却悄

然来临。南涧县无量山樱花谷，位于大理白

族自治州南涧县无量山镇无量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此时，冬樱花开放，构成一幅迷人

仙境。 （据新华网）

《孔雀之冬》开启全国巡演
本报电 11月16日，《孔雀之冬》在云南昆明进行为期3

天的公演，拉开全国巡演的序幕。时隔4年，在2012版舞剧
《孔雀》之后，杨丽萍再次起舞。此剧在昆明首演之后，将在
潍坊、南京、太原、上海、深圳等城市进行全国巡演。

据介绍，该剧将2012版舞剧《孔雀》的“春、夏、秋、
冬”四幕中单取“冬”的部分进一步延伸并改编成一套完
整、独立的舞剧作品，意在让观众体味生命的循环与真谛，
并引发新的追问与深思。在《孔雀之冬》后，《孔雀》春夏秋
冬四幕，也将各成篇章，全剧可分可合，合则为一演绎全版
春夏秋冬；分则四幕各自独立成剧，分别演绎生命终始。

红河沪上推介特色农产品
本报电 日前，“2016云南红河高原特色农产品上海推介

展”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举办，作为G20杭州峰会蔬
菜主供货地，来自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西兰花、娃娃
菜、苦苣、南瓜、油麦菜等峰会“同款菜”以及酸（甜）石
榴、高原梨、梯田红米等特色农产品受到上海市民青睐。

推介展由红河州委、州政府主办，“云南红河优质农产品
展销中心（上海店）”也同时启动运营。通过展会，红河州各县
市与近20家企业签订了招商引资协议，签约内容涉及农产品
生产、加工、贸易批发、生鲜零售、配送以及畜禽养殖、农
产品电商、线上销售等多个领域，为高原特色农产品销售及
推进红河州现代农业发展拓展了新的途径。

11月19日，2016年春城体育节昆明山

地自行车联赛第二站在富民县举办。来自

全省4个组别的200余名山地自行车骑行爱

好者齐聚一堂，分赴富民县大营后山赛道

“论剑”。赛道类型为16公里混合路面，分

别为6公里硬化路、6公里砂石路、4公里

砂石混合路面。 谢正坤摄

昆明山地自行车联赛
第二站在富民县举办

11月，不仅仅是云南收获“红果绿树”
咖啡的季节，被称为咖啡业界“奥林匹克”
盛会的世界咖啡科学大会在云南举行。

11月13日，第26届世界咖啡科学大会在
昆明举行。来自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400名咖啡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春城，就咖啡
产业科技最新成果、中国咖啡产业现状及发
展进行交流与探讨。

咖啡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以其芳香
浓郁、口感独特为大众所欢迎。中国的咖啡
99%产自云南，无论从种植面积还是产量来
看，云南咖啡已确立国内咖啡行业主导地位。

【咖啡为何青睐云南】

中国的咖啡种植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2 年，当时法国传教士田德能把咖啡这
一“舶来品”带到了中国云南宾川县朱苦
拉村。124年以后，在这片被誉为“中国咖
啡圣地”的土地上依然生长着 24棵历经百
年的咖啡古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虽
然这 24 棵咖啡树已经没有任何经济价值，
但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代咖啡古树。

气候是咖啡种植的决定性因素，咖啡树只
适合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所以南北纬25度之
间的地带，最适合栽植咖啡。而这个咖啡生产
地带，一般称为“咖啡带”或“咖啡区”。

但是，并非所有位于此区内的土地，都
能培育出优良的咖啡树。咖啡树最理想的种
植条件为：温度介于15℃-25℃之间的温暖气
候，而且整年的降雨量必须达1500-2000毫
米，同时其降雨时间，要能配合咖啡树的开
花周期。当然，除了季节和雨量的配合外，
还要有肥沃的土壤。由此可知，栽培高品质
咖啡的条件相当严格，甚至可以说为苛刻。

而在云南，咖啡种植所有严格的标准都
得到了满足，并且云南出产的咖啡以“浓而
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味”的独特品质
闻名于世。2016年初，云南省咖啡种植已遍
布普洱、保山、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
沧、文山壮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9
个州市35个县区，种植面积达177万亩，总产
量13.9万吨，占全国的99%以上，占全球总产量

的1%左右。
云南省

副省长和段
琪在第26届
世界咖啡科
学大会的开
幕式上说，
云南是中国
最早种植咖

啡的省份之一，目前已形成了从种植、加工、
消费到市场营销的完整产业链，咖啡产业已经
成为云南最具高原特色的产业之一。

自雀巢、星巴克、麦斯威尔等公司开
创在云南采购咖啡原料历史之后，云
南咖啡种植进入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

农业转型的阶段、国际贸易扩
大与国内潜在市场挖掘并行的

阶段。今年 3月份，雀
巢全球推出云南

限量版胶囊咖啡，将“YUNNAN ESPRES-
SO”印在胶囊咖啡的标志上。这标志着云南
的咖啡已经被世界所认可，其品质足以参与到
世界咖啡行业市场竞争当中去。

自此云南咖啡奠定了在世界咖啡贸易中的
坚实地位，来自“神秘东方”的饮品除了茶，
还有咖啡。

【亚洲咖啡年会落户云南】

11月 18日，在世界咖啡科学大会德宏分
会场，首届亚洲咖啡年会召开并永久落户德
宏。
“亚洲咖啡年会”的前身是中国芒市（国

际）咖啡文化节，每年举办一次，目前已经举
办了五届。在2015年的第五届中国芒市（国
际）咖啡文化节上，经中国—东盟咖啡专业合
作委员会成员商议决定，中国芒市（国际）咖
啡文化节于2016年升格为亚洲咖啡年会，而
拥有亚洲最大的咖啡工业园区的德宏芒市成为
亚洲咖啡年会的永久举办地。

在年会期间，除了举办世界咖啡科学大会
学术论坛外，来自全球的咖啡从业者还参观了
中国最大的咖啡精深加工厂及2000吨厂区建
设现场，了解最初咖啡豆制作工艺——吻初咖
啡的加工过程，并在咖啡林中与咖啡进行亲密
接触。整个大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以
展示云南咖啡文化为主，可以说是一次“云南
咖啡文化之旅”。

在首届亚洲咖啡年会上，来自国内外咖啡
领域的 500余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广泛交流、达成共
识，并发出共同宣言。宣言提出，召开年会的宗旨就是加
强亚洲国家在咖啡行业中的协调与合作，提升亚洲咖啡在
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交流创新的咖啡科技知识，建立科学
和使用的知识库；协调亚洲咖啡产业链的发展；谋求对咖
啡生产商、贸易商、加工商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平衡。与
会代表，同意中国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作为亚洲咖啡年会永
久举办地；倡议成立亚洲咖啡协会，办事机构将设在中国
云南省昆明市；建议构建完整的亚洲咖啡市场体系。

德宏地处中国云南省西南端，与缅甸接壤，是一个少
数民族聚居的高原地区。中国最佳咖啡产地在云南，云南
咖啡种植面积、产量均占中国的99%以上，而德宏就是云
南主要的咖啡种植及产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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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第26届世界咖啡科学大会

上，云南生产种植加工的咖啡产品吸引

了众多参会代表。 张彤摄

中国—东盟南亚特刊2016年11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石 畅 邮箱：cnshichang@foxmail.com

中 国 — 东 盟 南 亚 特 刊
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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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子云南，走出一步好棋

农家女手捧自家种的鲜花，露出灿
烂微笑，这里的孩子童年有着五颜六色
花朵的相伴——这是晋宁双河常见的景
象。但在起初，约翰?哈利勒的妻子认
为她的丈夫疯了。

那是2014年的一天，在晋宁县双河
乡。让妻子沮丧的，是丈夫约翰?哈利
勒——澳大利亚林奇集团执行董事，南
半球最大花卉种植商与批发商的高管
——却要从澳大利亚跑到这个云南小山
村里开办农场。

约翰?哈利勒知道妻子会喜欢这
里。他们踏足的这片土地，有沁人心脾
的风、干净的水、热情的人以及绵长的
花香——妻子因为情绪激动，花香被她
忽略了。

长期从事花卉事业的约翰?哈利勒，可
谓嗅觉灵敏。他所在的林奇集团每天向全澳
洲的3000多个花卉超市供应鲜花，几乎垄断
当地鲜花市场。此次约翰?哈利勒在晋宁开办
农场，走出一步好棋，占尽了市场先机。

现如今，云南鲜切花占了中国75%左
右的市场份额，而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每年
交易的鲜切花中有70%产自晋宁。晋宁正
在坐实“中国鲜花第一重镇”的称号。

每次来华，直奔晋宁双河

2007年，林奇集团在晋城建立一个
采货处理中心，2014年又升级为鲜切花

生产基地，向澳洲出口数十万株鲜花。
建成初期，这里每周出口到澳大利亚的
鲜花数量在1万至2万株；2014年，这
个数据已增至20万-30万株，而且这个
需求还远远不能满足澳洲市场。

双河是个彝族村寨，民风淳朴。约
翰和妻子抵村时，正是午饭时间，老乡
们盛情邀请两位外国客人来家里吃饭。
村民如此热情好客，妻子的看法有了改
变，她觉得这里的人“都非常好”。约
翰说，自那之后，妻子就开始支持他开
农场的主意了。“她告诉我，我在做一
件有意义的事。把这儿的农场经营好
了，老百姓也能受益，村子也能得到发
展，这会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现在，约翰每次回中国来，第一件
事情就是到双河乡，进他的花棚看看。
“你看看，这个粉红色的玫瑰和那个淡
黄色的玫瑰，简直太美了！”这个60岁
的老人望着花儿，由衷地感叹。

云南自上世纪90年代初进行商品花
卉开发至今，整个产业迅猛发展，取得
了极大的成就。2000年前后，云南鲜切
花占全国市场的份额刚过 40%；到了
2015年，时任云南科技厅厅长的龙江介
绍，云南鲜切花产量已占全国75%以上
的市场份额，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
鲜切花产销中心。

气候适宜，打造世界一流

前几年，晋宁鲜花在出口上曾遇到
问题。澳大利亚林奇集团在晋宁建立鲜

花采货处理中心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
中国鲜切花出口澳洲通关过程中的检验
检疫难题。然而，在操作过程中，约翰
发现晋宁当地花农自己种植的鲜花品质
达不到出口条件。林奇集团当时投入了
很大的财力来支持花农，但收效甚微。
无奈，林奇集团开始思考其它办法。经过
多次协商讨论，他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
法就是投资，建立农业体系，通过品种试
验，种植技术培训等手段，帮助花农种出
高品质的鲜花，然后企业再收购。

示范基地选址时，云南很多地方也
纷纷抛来橄榄枝。在经过充分考察之
后，2014年，林奇集团最终将地点选在
了晋宁的双河乡，占地200亩。“这里有
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和热情的人，最
重要的是这里距离我们的采货中心很
近。”约翰说，在这个过程中，当地政
府给了他们很多帮助。

澳大利亚林奇集团是个百年企业，
有100多年种植、零售、规模经营、进出口
花卉的经验，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卉产业

公司之一，覆盖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个环
节，贸易伙伴遍及全球。林奇从很多国家
进口不同品种的花，也向这些国家出口
不同品种的花。

对于中国市场，林奇集团非常看
重。约翰说，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中国
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中都有重要地位，
“这里有优越的气候，非常适合花卉种
植。这里机会多，市场潜力巨大，还有
乐于支持我们，支持农业发展的政府。”
“中国人是很聪慧的，在当地人的

帮助下，这个示范基地肯定会成为世界
一流。我们集团在全球也享有很高的声
望，但在中国，（声望）还没有达到很
高的水平，所以我们想做成中国有名的
示范基地。”约翰说。

澳洲客商的花卉梦
杨彩云 孟垂瑞

澳大利亚人约翰?哈利勒的工作，是在云南晋宁县双河
乡种花。与众多的中国同行、同事一样，他并不满足把花种

出来，而是要争取种得更多、更好，然后把花作为商品卖到

世界各地。

他坚信：晋宁，承载得起这个五彩缤纷的鲜花梦想。

图为约翰?哈利勒在晋宁同鲜花合影。 孟祝斌摄

河口举办中越边交会
本报电（云宣）近日，2016年中越（河口）边境

经济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边交会”）在河口开
幕。共有来自中、越两国的5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据
悉，本届边交会主会场设有 1200余个标准展位，其
中，室内展区500个，室外展区700个。

边交会期间，瑶族传统节日盘王节、中越经济合
作论坛、中越跨合区开工仪式等活动如期举行，本届
边交会最亮眼的除中越边境特色农林牧副渔产品外，
还有不少高科技企业产品也加入展会行列，给边交会
注入了一剂“科技强心针”，是历届科技含量最高的一
次。本届边交会中方企业432户，展位659个，越方企
业77户，展位229个，馆内的展位已经布置满，还不
断有企业来咨询。

“澜湄合作”再造新机遇
本报电 11月 15日，“澜湄合作与云南作为”主

题论坛在昆明举行。作为首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
国家商品博览会的重头戏，论坛邀请到包括联合国原
副秘书长沙祖康在内的众多知名人士参加。与会嘉宾
认为，“澜湄合作”新机制下，云南机遇无限、大有
可为。

云南与越、老、缅三国陆地接壤，与泰、柬毗
邻，更有澜沧江—湄公河这条“黄金水道”串联，
山水相依、民心相通，贸易和人员往来密切，特别
是近年来，云南不断深化同次区域五国的交往与合
作，主要体现在国际大通道建设稳步推进、沿边金
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全力推进、边（跨）境经济
合作区建设进一步拓展、边境口岸贸易及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等方面。

博览会设有商品展示、主题论坛、商贸洽谈、双
创活动、文化交流等五大板块，论坛板块除“澜湄合
作与云南作为”外，还设有“澜湄政策相通与区域加
工产业梯度转移和产能合作”、“澜湄货币流通与人民
币向南”、“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三个专题论坛，政
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汇聚一堂，为“澜湄合
作”机制的推进，以及云南如何在这一机遇下有所作
为等建言献策。

外国人

在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