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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果企业投资云南
日前，记者从省农业厅获悉，2017年，

全国水果出口量354.4万吨，出口额48.9
亿美元，云南果品及其产品出口额达16.1
亿美元,出口额占全国的33%，位居全国
各省区市之首。力争到2020年，全省优
质水果种植面积扩大到850万亩，总产量
达900万吨，实现综合产值600亿元。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
的美誉，更是高原特色水果之乡。据省
农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云南昼夜温差
大、有效积温高的气候条件孕育了水果
独特的品质优势，具有果实色泽鲜艳亮
丽、肉质细腻、嫩化多汁、酸甜可口、
维C含量高等特点。目前，云南超过50
万亩的大宗水果有香蕉、柑橘、梨、芒
果、苹果、桃、葡萄等。此外，荔枝、
芒果、枇杷、龙眼、石榴、杨梅、木
瓜、菠萝、草莓、蓝莓、车厘子、猕猴
桃、牛油果等30多种特色水果广泛种
植。昭通苹果、蒙自甜石榴、弥勒葡

萄、元江芒果、华宁柑桔、富民杨梅、
呈贡宝珠梨等一大批地域特色水果品牌
名扬四海。

“错季上市是云南水果的最大优势，
弥补了全国市场空窗期。”上述负责人表
示，通过多年不懈努力，云南水果产业
实现了长足发展。2017年，全省水果面
积790万亩，产量795万吨，综合产值
304亿元。全省目前已建成农业部标准果
园10个，创建面积达1.75万亩；建成省
级高标准果园示范基地36个，建设面积
6.8万亩；示范带动全省标准化果园达
380万亩，通过“三品一标”认证面积达
270 万亩。此外，果品加工能力大幅提
升。2017年，全省水果加工量110万吨。
共有果品加工企业203家，加工产值61.3
亿元，营业收入54.9亿元，实现利润5.5
亿元；规模以上果品加工企业66家，总
产值47.5亿元，营业收入43.6亿元。

云果品牌价值日益凸显。全省水果

企业获“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2家、“中国驰名商标”4件、“省级
龙头企业”20余家、“省著名商标”认定
36件。在2017年全国148个果品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评估中，宾川红提葡萄品牌
价值18.66亿元，位居全国第43位；蒙
自石榴品牌价值17.12亿元，居全国第45
位。昭通苹果被评为2016年“南方最具
影响力的十大品牌”之一，2017年获第
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与
此同时，云南水果受到海外消费者喜
爱，市场认可度持续提高。2017年，云
南果品及其产品出口74.2万吨，金额达
16.1亿美元，位居全省农产品单项出口
金额第一位；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的推动下，云南以苹果、桃、梨、甜柿
等为代表的温带水果出口东南亚、南亚
的份额快速增长。

云南水果产业正以独特的魅力吸引
着世界的目光。美国著名企业Driscoll′s

（怡颗莓）就非常看好云南，已在云南建
水、石屏等地建设浆果种植基地；澳大
利亚园艺巨头Costa （咖世家） 集团在
石屏、景洪发展高标准浆果种植基地；
欧洲最大的浆果种植企业英国 S＆A
Group （爱寺恩集团） 2016年已落户景
洪；世界500强企业联想控股佳沃集团
2014年入驻曲靖，全力打造“中国蓝莓
之都”；汇源集团、百果园等一大批知名
企业都已正式入驻云南，共辟云南水果
产业新蓝海。在今后一段时期，云南将
以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为抓
手，坚持走差异化竞争的云果产业发展
之路，紧扣标准果园建设、果品加工能
力提升、“U鲜云果”品牌打造、高端市
场开拓、龙头企业培育、创新平台建设
等环节，推进水果生产标准化、流通信
息化、产品名牌化。力争到2020年全省
优质水果综合产值达600亿元。

李丹丹

云南绿色食品走向
澳门市场

＞资讯

8月 21日，“云南澳门2018绿色食
品招商推介会”在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商务促进中心举行。当天共吸引30多家
澳门酒店采购商、餐饮业采购商、商超
业采购商参会，云南3家企业与澳门方
签订了贸易合同。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在推介会上表
示，云南省正聚焦茶叶、花卉、蔬菜、
水果、坚果、咖啡、中药材、肉牛8个
重点产业，加快推动形成一批综合产值
上千亿元的大产业。截至目前，云南共
建成10个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获得国家驰名商标农产品21个，有
效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2049个，斗
南花卉、普洱茶、文山三七等一批区域
性品牌初步形成。

去年11月27日，澳门“云品”连锁
专卖店在国货公司设立，至今共在澳门
当地完成了咖啡、茶叶、火腿、民族刺
绣等66个品种云南本土产品的展示和销
售。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对澳门出口
2511 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4%。
目前，澳门百佳超市、八佰伴、来来超
市售卖的西生菜、油麦菜、娃娃菜50%
以上由云南农垦集团供应。该集团今年
5月出台“行动方案”，拟通过3年的努
力，在规模总量、产业结构、产品质
量、品牌影响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成
为引领全省打造“绿色食品牌”的龙头
企业。 龙 舟

云南发行35亿元绿色
金融债券

8月28日，云南首单35亿元绿色金
融债券由富滇银行在北京成功发行，填
补了云南在绿色金融债券市场的空白。
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支持云南绿色信贷
投放，定向为央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
目录》内的节能环保、污染防治、清洁
交通、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相关项目提
供融资支持，助力云南打造“三张牌”。

此次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以
4.48%的价格发行的3年期35亿元绿色
金融债券，市场认购踊跃。全场认购数
超过发行额度的3.1倍，不仅引入省外资
金打通了云南绿色产业低成本的融资渠
道，还对云南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
融，培育实体经济绿色新动能具有重要
示范意义。

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绿色信贷资
金185亿元，优先支持绿色环保产业、
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特别是拥有自主创
新能力、自主知识产权、低消耗低排放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支持滇池湖
滨生态修复、大理入湖河道综合治理工
程，以及傣乡水城、芹菜塘水库、德厚
水库等项目共计28.78亿元。 李 莎

昆明长水机场国际货运
量呈“翻番式”增长

8月9日上午，在昆明长水机场货运
区，一箱箱包装好的松茸正在快速通
关，有序运上飞往日本的飞机。当晚，
这些新鲜松茸就抵达日本。昆明机场总
经理黄鉴介绍，目前，长水机场已成为
国内连接东南亚南亚通航点最多的机
场。“货运成本比上海低15%左右，比华
南低10%左右。”友和道通集团总裁助
理、云南基地总经理杨帆对比其他口岸
后表示。

2017年，昆明机场国际航空货运成
绩亮眼，国际货运量呈“翻番式”增
长，达到57549.1吨，相比2016年吞吐
量24524.6吨增长134.7%。目前，昆明
机场正积极推进打造南亚东南亚的航空
转运中心及中国至南亚东南亚航空物流
主通道。今年1至7月，昆明机场国际及
港澳台货邮占比达16%，国际货邮吞吐
量同比增长56.8%。 张勇 胡宛墨

在篆新农贸市场有个比杂技表演还瞠目结舌的奇景：刘烨
的大馒头一次能够蒸41笼，一笼28个，一天可以卖一万多个
馒头。 杨 峥摄

云报集团媒体科技融合助推产业发展

首创国际先进环保印刷技术
8月29日，记者从“自来水胶印系

统”创新技术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云
南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务
中心携手云南卓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推
出的世界首创环保创新印刷技术——报
纸轮转机自来水胶印系统已投入使用并
大批量印刷报纸、杂志。专家评审组认
为，该成果总体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水平。

长期以来，印刷业的发展存在瓶
颈。传统的胶印工艺需用大量酒精或异
丙醇等易燃物，生产过程中的“飞墨”
损害人体健康，废液污染环境。云南卓
印科技有限公司通过20年的实践、10年
的技术探索和研发，于2015年成功研发
出全球首创零醇类报纸轮转机自来水胶
印系统，俗称“自来水胶印系统”创新
技术。自来水胶印作为印刷传统产业一
项颠覆性、全球独创技术，免除了“酒精”

“润版原液”等易挥发物质，彻底消除醇类
危害，排除了酒精等易燃物在生产安全中
的隐患，减少了废气、废液排放，车间空气
污浊、墨雾飞舞的现象得到改善，节约成
本，维护了员工身体健康。

据悉，设备运行以来，云南报业传
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务中心共印
刷《云岭先锋》《湄公河》等10多种杂
志150万对开张；印刷《春城晚报》《云
南政协报》等8种报纸，印量超过2000
万对开张。运用该技术印刷出来的刊
物、报纸等印刷品的整体质量较好。

陈鑫龙 李承韩

晨雾从山梁上流淌而下，站在山上
眺望，4300级撒玛坝梯田依山顺势，一
直铺展到落差1200米的谷底。

梯田边的观景栈道上站满了忙着拍
照的游客、摄影师。80岁的李会春笑得
合不拢嘴，“没想到祖祖辈辈种粮食的
梯田，竟成了3A级景区。”

龙甲村隶属红河县宝华镇，县里按
照“田入股，房入会，农特产品入市，文
化入景”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在全新的
产业模式里融入哈尼族传统风俗文化，
激活龙甲的一草一木，打造旅游品牌。

分流污水、硬化路面、安装路灯、
清洁环境……县里投资1000余万元改善
人居环境，龙甲村面貌大变样，2014年
9月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不仅村容村貌“颜值”大涨，“里

子工程”也让人称道。走进石阿四开办
的农家乐，花棱窗下几棵长满白参的老
榆树引人注目。客人们正在用餐，盛一
碗梯田红米饭，就着梯田鱼、咸鸭蛋、
当季野菜，朴实中透着亲切，吃出了乡
愁的味道。

“光靠一家一户单打独斗，这事不
长久。”龙甲村人达成共识，注册成立
了以餐饮、住宿为主的“悠然旅游开发
专业合作社”，目前，已有农家客栈7
家，共37个标间、74个床位。

村里有活干，外出打工的人又回来
了。在外面开了眼界的年轻人把梯田里
产出的生态绿色农产品挂到网上，供不
应求。每逢年节，家家户户围着龙湖摆
起长街宴，游客为订一张餐票，要在网
上“秒杀”。如今龙甲村人均收入达
6800 元。宝华镇党委书记陈永贵说：

“在发展中保留哈尼族文化特质，使传
统与现代交融互补，才能留住乡愁、振
兴乡村。”

李树芬

文化入景 留住乡愁
＞消除贫困 共同富裕

雨后，种植彩色马蹄莲的温室看
起来更加宽敞明亮。温室内干净而井
然有序。这是今年 3 月刚刚投产、专
为彩色马蹄莲种植的智能温室。万嘉
说：“我们采购了荷兰的温室智能化控
制系统，将温室调节种植气候的主要
工作交给电脑。通过配置和调节相关
参数，控制系统能自动地智能化操
作，例如开窗透气、遮阳、温室内加
温降温、空气循环、增湿、自动灌溉
等，营造出一个适合彩色马蹄莲生长
的环境，从而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
风险，达到高效生产的目的。”

云南作为中国的花卉生产基地而
闻名于世。昆明彩马园艺有限责任公
司的种植温室就位于这里。万嘉作为
该公司创始人之一，拥有在荷兰留
学、工作的背景。在工作中他发现了

“彩色马蹄莲”在国内拥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作为观赏植物，彩色马蹄莲在
欧美极受欢迎，而在中国尚未被多数
人认知。所以我和朋友决定成立公
司，实验在云南种植彩色马蹄莲，将
其向全国推广。”万嘉说。从 2013 年
开始，用了两年时间，他们的实验种
植获得成功。现在，彩色马蹄莲品种
也得到国内众多盆栽及鲜切花种植者
的认可。除了树立鲜明、个性的品牌
形象，积极地进行多平台品牌推广也
十分有益。2016年，爱必达园艺科技
有限公司入股万嘉的昆明彩马园艺有

限责任公司。“爱必达园艺科技有限公
司致力于品牌推广工作，借由互联网
平台和商超平台扩大品牌在零售端的
认知度，在花卉产业算是头一家”，万

嘉说，“我们作为旗下企业，借由其品
牌效应，拓宽了市场渠道，未来也能
形成一定的品牌溢价。”

张子宁 《人民日报海外版》

海归干“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