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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1723亿元
记者从8月3日召开的全省重点项目

推进会上获悉，上半年，省级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1723亿元，重点项目推进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

竣工类项目进展顺利，上半年投
资完成率达51%，超时间进度1个百分
点。昆明至大理高铁、滇西北至广
东±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等21个项目
竣工投产，保山东南绕城高速公路、滇
中新区医疗器械产业园等43个项目进
展顺利；呈贡至石林高速公路、文山民
族大剧院等 78 个项目如期开工建设；
大理至临沧铁路、腾冲至猴桥高速公路
等206个在建项目进展顺利；梁河至芒
市高速公路、大理水目山公铁联运物流
园等298个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15
个前期工作项目已经动工建设。

云南持续加大重点建设领域项目资
金投入，在“五网”建设、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打造世界一流的“三张牌”
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下达省级高速公
路建设资金54.2亿元、铁路建设资金30
亿元，统筹安排农村公路建设补助资金
26.96亿元。即将下达滇池、洱海、抚仙
湖保护治理专项资金11.6亿元，并通过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措其余6个高原湖
泊保护治理专项资金18亿元，首次将新
能源汽车产业纳入省级工业和信息化发
展资金支持范围，加快云南新材料产业
转型升级，以招大商为重点全力提升绿
色有机食品和高原现代化农业发展水
平，支持中药饮片产业发展、“一部手机
游云南”平台建设。

统筹做好去产能、降成本工作，支
持产能化解、“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
作，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将减税降
费落到实处，上半年，全省共减免各项
税收460亿元；规范拓宽重点项目融资
渠道，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额度，通
过PPP模式吸引73家民营企业参与云南
项目建设，签约金额418.57亿元；保障
高速公路、铁路、易地扶贫搬迁、特色
小镇等建设用地，2018年全省“四个一
百”等项目审批征转用地21.51万亩；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上半年云南银行业金
融机构为“四个一百”重点建设项目新
发放贷款624.39亿元。 段晓瑞

记者近日从省招商合作局获悉，上
半年，云南全省省外到位资金总量突破
5078.5亿元，重点产业项目共到位省外
资金2635.6亿元，同比增长29.1%。

省招商委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
打造“三张牌”的部署要求，建立了

“三张牌”招商工作机制，制定印发了打
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牌”“绿色食品
牌”“健康生活目的地牌”的三个招商工
作方案（2018—2022年），确定了631家
目标企业，采取市场化方式策划包装了

“三张牌”重点产业项目40个。同时加
强部门联动，主动与重点产业主抓部门
和州市沟通衔接，牵头开展了一系列招
商推介和精准对接活动，招商成效初
显，全省重点产业项目共到位省外资金
2635.6亿元，同比增长29.1%，占全省
省外到位资金总额的52.3%。

“绿色食品牌”方面，省招商合作局
精选出20家目标企业制定了招商计划
书，举行了“绿色食品牌”招商大行动
启动仪式和“三张牌”招商推介会。上
半年，全省正在实施的以高原特色农业
为主的“绿色食品”类项目达1766个
（其中今年新签订的项目有450个），共
到位省外资金837.1亿元，占全省省外到
位资金总额的16.5%。

“绿色能源牌”方面，该局与省发改
委、省工信委联合主办“2018全国新材
料企业云南行”活动，发布《云南省新
材料产业施工图》，通过高位推动中铝集
团、河南神火集团、四川其亚集团实施
水电铝项目和宝能集团实施新能源汽车
项目，新引进亚洲硅业、协鑫集团等一
批骨干企业布局云南，西安隆基集团扩
大在滇投资，加快推动了省政府关于推
动水电铝材一体化、水电硅材一体化及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

“健康生活目的地牌”方面，该局与
省科技厅共同推出《云南2018生物医药
和大健康产业重点招商项目》，联合省卫
计委、省科技厅和省食药监局共同在北
京举办“云南健康生活目的地”招商推
介活动，达成了一批合作意向。特别是
世界500强德国费森尤斯公司、美国GE
医疗公司成功进入云南大健康产业，绿
地集团、康美药业、复星集团等一批知
名企业在滇布局康养项目，对更多国内
外大企业投资建设云南“健康生活目的
地”起到示范作用。 张子卓

省外到位资金
5078.5亿元

每天下午4时，满载鲜花的车
辆从四面八方赶来，花卉在这里集
中交易，再运往国内外，繁忙的景
象一直延续到凌晨2时。这里就是
中外闻名的斗南鲜切花交易市场。
每天有二三万人次进场交易，日上
市鲜花100多个大类、1600多个品
种，平均日交易量1650万枝，交易
额1294万元，连续10余年年交易
量、交易额、现金量、人流量和出
口额全国第一。2017年，斗南花卉
交易市场鲜切花交易额达53.55亿
元，65亿枝鲜花从这里发出，销往
全国各地。

斗南从滇池南岸一个默默无闻
的小村庄成为亚洲鲜花重镇，走过
了30多年。30年前，24岁的斗南
村村民华明升做出一个大胆尝试：
拿出自家的1分承包地试种剑兰。

“当时朋友告诉我，一枝剑兰可以
卖3毛钱，我动心了。”华明升说，
那时候他家主要以种菜为主，1公
斤菜只能卖5分钱到1毛钱。剑兰
开花时，他每天凌晨骑20多公里的
自行车，将剑兰送到昆明白塔路的
花摊上，中午再骑回来。那一年，
他种的花卖了160元，他马上开始
更换作物，将自家土地全部种上了

鲜花。很快，整个斗南村家家户户
也都开始种花，品种从最初的剑兰
增加到满天星、玫瑰、康乃馨等，
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1994 年，斗南开辟了 12 亩土
地，建了第一个花卉交易市场。仅
过了3年，市场就嫌小了。1997年
开始重新在周边选址建设。2001
年，经上海第十四届吉尼斯总部认
证，斗南花市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
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2012年，总
投资50亿元、规划面积 1020 亩的
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开工建设，
2015 年 3 月产业园区一期项目占
地 286 亩的“花花世界”投入使
用。斗南变成亚洲最大鲜切花交
易中心后，花农也转变了身份，
他们卖花、做中介、做物流、做包
装。2017年，斗南社区实现经济总
收入 2.44 亿元，居民人均纯收入
16300元。

2002年 12月 20日凌晨，昆明
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KIFA）正
式在斗南落成“开槌”，这成为斗
南花市成功转型发展的又一重要里
程碑。经过16年的发展，KIFA成
为目前国内最大，亚洲第二大的交
易中心。2017年，KIFA共拍出各类
鲜切花11.04亿枝，拍卖均价为每
枝0.92元，拍卖总量和拍卖均价均
创历史新高。

未来，斗南将打造世界第一的
花卉交易中心，亚洲第一的花卉研
发中心高地、中国第一的花卉特色
小镇。

张雁群

斗南：从小村庄到“花花世界”
＞ 改革开放四十年

昆明斗南·花花世界目前已完成“一个中心、五栋主题商业区、一条特色风情
大道”的规模建设，形成以花卉及相关衍生产业为核心，集文化创意、特色旅游商
品、花卉主题特色酒店、特色餐饮业等综合经营业态的云南旅游观光新地标。

杨峥 摄影报道

辛辛苦苦繁育花卉新品种，如
果被不法种植户大肆拷贝推向市
场，育种商就没了积极性，行业种
质资源何以为继？花卉新品种四处
种在田间地头，专利保护监管难、
收费难如何破解？2006年，昆明国
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牵头，联合国
际和国内育种商、花卉生产者三
方，以三方合同形式解决新品种引
进和专利费收取问题，近年来成效
显著。从 2014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中心通过拍卖市场平台为育种
商收取的品种专利费累计达2.05亿
元，开辟了用市场之手保护植物新

品种专利的先河。
坐落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的斗

南街道，去年有76亿支鲜花从这里
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昆明国际
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是斗南花卉的销
售主力。中心总经理张力说，早在
本世纪初，为了解决种质资源瓶
颈，调动国际育种商出口中国的积
极性，中心开始探索专利费付费方
式，最终确定“三方协议”形式，
即育种商引入新品种给指定的生产
者生产，生产出来的鲜花通过中心
交易销售，中心则按比例从该新品
种交易总额中扣取专利费给育种

商。在此链条中，交易中心凭借市
场号召力对生产者形成制约，形成
新品种引进的良性循环。

截至 2017 年底，有荷兰、法
国、德国、以色列及云南省的10多
家育种商的87个专利新品种和11
个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推向中国国内市场，共有6472家花
农和企业签订了新品种种植、保护
三方合同。2014年到2017年，专利
新品种的总交易量达2.36亿枝，交
易均价达1.17元/枝，较传统品种的
价格高出43%。

《人民日报》张 帆 徐元锋

昆明花卉四年收了两亿专利费

中越米轨铁路中亚班列发展迅速
截至7月底，开行班列达500多列，发送货物20余万吨

中亚班列通过位于云南河口县的中越铁路大桥。 刘昊亮 摄

＞ 互联互通

“嘟……”随着火车汽笛鸣响，
满载着云天化股份红磷分公司生产
的、被东南亚市场赋予“绿宝石”美
誉的化肥，通过中越米轨铁路中亚班

列发往越南海防。中亚班列自去年底
开行以来快速发展，日益成为中国与
东南亚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便捷通道。
截至 7 月底，开行班列达 500 多列，

发送货物20余万吨。
为发挥米轨铁路直通国际联运

的更大作用，增强中越铁路国际
联运品牌效应， 2017 年 12 月 18
日，经中越双方铁路部门商定，
组织开行中国开远站至越南海防
站间国际货运班列，提高铁路运
输质量。

依托中亚货运班列开行路径，
有效提升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市场
的竞争力。磷酸一铵、磷酸二铵是
云南云天化集团红磷分公司外销东
南亚市场的拳头产品，因其用量
少、肥率高，一直广受南亚东南亚
国家消费者认可，被誉为化肥界的

“绿宝石”。
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红磷分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中亚班
列，货物运输时间比之前缩减约12
小时左右，运输成本压缩约10%左
右，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大大提升。

对中越两国的铁路、地方及企业而
言，实现了多赢的效果。

胡晓蓉

洱海：金色的黄昏 杨峥 摄

＞ 云南大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