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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全湖水质30年来首次上升至Ⅳ类
1月 12日中午，在昆明大观公园，

记者和游人一起登上大观楼极目远眺，
水天一色，滇池宛如碧空泄下的巨幅蓝
缎莹莹闪亮，一群群雪白的红嘴鸥远远
近近地聚散翻飞，引出成串的欢笑在湖
光山色之间回荡。走下大观楼，见64岁
的昆明市民王树华带着孙女在水边嬉
戏，老人家望着清悠悠的湖水感慨：“没
想到，这辈子我还能看到滇池变清！”

滇池水变清了，不仅仅是王树华老
人的切身感受。生态环境部2018年1月
至12月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通报显
示：滇池水质与上年同比明显好转，由
中度富营养好转为轻度富营养。去年，
滇池草海、外海水质均达到Ⅳ类，是30
年来最好水质。

30年来，严重污染的滇池是烙在云
南人心头上的伤疤。“五十年代淘米洗
菜，六十年代摸虾做菜，七十年代游泳
痛快，八十年代水质变坏，九十年代风
光不再。”这描述二十世纪滇池的民谣，
记录的就是滇池带给云南人的锥心之痛。

从“九五”规划开始，每一个五年
规划，国家都把滇池水污染防治工作纳
入“三河三湖”重点流域治理规划中，
国家相关部委从政策、资金、项目、技
术等方面给予了强有力支持。多年来，
云南省把保护治理滇池列为事关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大事和生态文明建

设重点工程，颁布《云南省滇池保护条
例》，全面实施“六大工程”。随着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指
示精神不断深入，保护治理滇池力度进
一步加大。昆明市坚持把保护治理滇池
作为头等大事和“一把手”工程，确立

“量水发展、以水定城”目标，形成“科
学治滇、系统治滇、集约治滇、依法治
滇”思路，保护治理滇池工作体系更加
科学精准。2016年，实施项目60个，水

质上升为Ⅴ类，首摘“劣Ⅴ类”帽子。
2017年，实施项目100个，水质稳定保
持V类。2018年，全面深化河（湖）长
制，加大黑臭水体和水质不达标河道整
治力度，实施项目67个。

“1988年昆明市建立滇池水质数据监
测库，当年水质检测是劣Ⅴ类。”昆明市
滇管局副局长吴朝阳肯定地说，“现在，
滇池水质达到30年来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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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清澈的滇池水面波光闪闪 陈飞 摄

＞绿色云南

记者日前从服从父母云南省发改委
获悉，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
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云南聚焦花卉、茶
叶优势产业，将建设红河开远、丽江古城
花卉和临沧临翔、沧源、双江茶叶5个省
级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园。

云南力争用3年时间，重点推进绿
色有机创新示范、设施先进创新示范、
加工升级创新示范、科研领先创新示
范、品牌做大创新示范等10项任务，到
2020年，确保5个创新示范园实现产业
规模不断壮大，产业链不断延长，价值
链显著提升，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
制更加完善，融合模式更加多样，建成
全省现代农业产业示范样板区和乡村产
业兴旺引领区，成为有力支撑世界一流

“绿色食品牌”的标杆性项目。
从定位上看，这5个创新示范园各

有侧重。红河开远花卉产业现代农业创
新示范园以打造中国一流花卉种苗繁育
中心和高端的鲜切花、盆花生产中心为
目标，布局综合服务区、花卉种植生产
区、云花创新中心和花卉观光旅游区等
功能区；丽江古城花卉产业现代农业创
新示范园以填补滇西北花卉园空白、实
现花旅融合示范为目标，打造集种植、
科研、加工、观光于一体的“四片区一
中心”；临沧临翔茶叶产业现代农业创新
示范园以打造全省一流有机茶园和研发
全国一流制茶工艺为目标，以28个大叶
种茶优良株系为载体，全环节突出制茶
工艺研发，重点新建2万亩标准化有机
茶园示范基地，布局全省行业一流标准

工夫红茶、普洱茶加工园区，建设拉祜
族茶事文化、农耕文化体验园等；临沧
沧源茶叶产业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园以打
造“世界佤乡”茶产业旅游后花园为目
标，依托现有1.5万亩有机茶园，新建有
机精制工夫红茶、欧盟标准红茶生产
线，布局“碧丽源·芒摆有机康养庄
园”旅游、休闲、观光等农旅一体高端
设施；临沧双江茶叶产业现代农业创新
示范园以打造亚洲面积最大、海拔最
高、品质最优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为
目标，建设有机乌龙茶庄园、东南亚特
色茶文化精品酒店、中缅茶品商业街等
项目，创建国家4A级景区。

段晓瑞

云南将建5个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园

记者 1 月 15 日从昆明海关获
悉，2018年云南省外贸进出口1973
亿 元 人 民 币 ， 较 2017 年 增 长
24.7%。其中出口847.7亿元，增长
9.4% ； 进 口 1125.3 亿 元 ， 增 长
39.3%。据昆明海关介绍，去年云
南外贸整体有3大亮点。一是进出
口贸易额创历史新高；二是出口增
势平稳，进口快速增长，外贸整体
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高出中国外
贸增速15个百分点；三是进口额首
次突破1100亿元大关，进口贸易对

“稳增长、扩内需”发挥了积极而
重要的作用。

从贸易方式来看，云南一般贸
易所占比重由2017年的57.9%提升
至65.2%；边境贸易蓬勃发展，边
民互市进出口增长20.9%。从经营主
体来看，民营企业出口额占全省出
口额的76.3%，是云南出口贸易的主
力军；国有企业成为进口贸易最大
的贡献体，进口额占全省进口额的
56.6%；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实现
了30.9%的较高增幅。从外贸市场来
看，东盟占全省进出口额的比重达
46.1%。原油进口带动云南与沙特阿
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科威特等中东国家贸易额大幅攀
升。全年云南与美国贸易进出口增
长 15%。2018 年云南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地区）贸易保持较
快增长，进出口贸易额达1331.6亿
元，增长30.3%，占全省外贸市场
份额的67.5%。 刘子语

2018年云南外贸进出口增长24.7%

云南与美国
贸易进出口增长15%

据昆明海关统计，2018年1至
10月，昆明市进出口贸易呈现增速
快、支撑强的亮点，实现进出口
107.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86.7%，
其中，出口30.03亿美元，同比增
长24.8%；进口77.42亿美元，同比
增长131.3%；进出口增幅居中国省
会城市第一位，增速连续10个月居
中国省会城市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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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昆明外贸增幅
居中国省会城市第一

中国将从与美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化中广
泛受益，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美国更是如
此。当美国科技巨头苹果最近下调销售预
期时，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指出，中国销
售下滑是一个重要因素。苹果公司业绩下
滑凸显中国市场对许多美国公司的利润有
多么重要。

过去40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拆
除更多的贸易壁垒或进行更多的亲市场改
革。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引发一波创业
浪潮，并促使国内外民营企业蓬勃发展。

这与一些人提出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即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回避了它在加入
世贸组织时所做的承诺。如果是这样的话，
自2001年以来，中国就不可能以快于全球
95%的国家的经济增速保持增长。有人说，
即使美国企业从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获
利，但美中贸易结构伤害了美国工人，他们
的工作面临来自中国工人的低薪酬竞争。但
事实是，从中国廉价进口商品不仅降低了美
国消费者(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负担，
同时也降低了美国企业的经营成本，为美国
创造更多就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美国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近40%是零部件和中间
产品。这些源自中国的进口产品为美国企业
节约大量成本，使美国企业能够雇用更多工
人。根据我和同事的研究，这种供应链关系
为美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诚然，美国
一些制造业部门的确流失了不少岗位，但从
与中国贸易中新增的就业岗位却遍布经济生
活的各个领域，包括许多现代服务部门。得
益于这种创造就业的效果，美国与中国的贸
易使75%的美国工人受益。

尽管如此，美国许多人仍然只关注开放
贸易助长失业的潜在问题。当一家美国公司
开始裁员时，对华贸易经常受到指责。但
是，当一家美国公司雇用更多员工时，人们
很少想到正是由于进口自中国的廉价原材料
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美国有些人呼吁美中
两国经济脱钩。如果这样的话，相较于欧洲
和日本同行，美国企业就会失去竞争优势，
他们雇用的工人可能失去工作。随着许多商
品价格上涨，中低收入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
也会受到影响。

中美两国都从双边贸易关系正常化中获
益。由于政治压力和既得利益，政策改革在
任何地方都是困难的，但互惠平衡的做法可
能是两国持续取得进展的关键。

魏尚进(作者是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
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

＞观点

美国企业和家庭
为何需要中国？

“喝了不少咖啡，却没有见过咖
啡鲜果长啥样。”出于消费者对原
产地的向往，让作为中国最大咖啡
产区的普洱市成了咖啡爱好者慕名
而来的风情之地的目的，“游学”咖
啡原产地正成为普洱咖啡飘香世界
的一项新时尚。除了咖啡基地观
光、体验外，咖啡杯测、品鉴分享、
民族文化等活动也成了标配。目
前，普洱市正大力扶持建设咖啡庄
园，每年吸引参加咖啡之旅的国内
外游客超过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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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之旅”

1月11日，京东“云南老字号”官
方旗舰店正式上线，60余家中华老字
号、云南老字号企业及200余个老字号
产品入驻销售。云南成为中国第9个、
西南地区首个开设京东“老字号”旗
舰店的省份，在入驻企业和入驻产品
数量方面均名列前茅。

据悉，该旗舰店的上线是云南省
政府与京东集团签署《全面发展电子
商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双方落
地的首个合作项目，设休闲食品、巧
匠工艺、保健养生、茗茶饮品、生活
百货、老字号风采展示6大栏目，上线
产品覆盖地方美食、茶饮、银饰等，
包括宣威宣字火腿、大理洱宝话梅、

李记谷庄普洱茶等知名度较高的品牌
和产品。如果想来实体店一睹云南老
字号的风采，不妨到昆明市文明街
老字号商贸一条街来看看。文明街
北起光华街，南接景星街，全长约
200 米，沿街两侧较好地体现了昆明
民国时期建筑风貌特点，多为两三
层的土墙木楼。之江置业结合建筑
本身特色和老字号文化内涵，引入
泛老字号概念，打造一条集老字号
商贸、餐饮美食、养生保健、昆明
记忆目的地、地方特色礼品等为一
体的老字号商贸一条街。目前已有
潘祥记、凤牌红茶、樟留焕、云子等
老字号入驻街区。

省商务厅、云南老字号专家委员
会还为第 5 批认定的 8 个“云南老字
号”企业颁发牌匾和证书。今年7月1
日前将完成全部97个品牌的老字号企
业上线营销工作。

云南历来重视“老字号”的发展
与保护工作。自2006年组织申报“中华
老字号”以来，省商务厅先后投入资金
2000万余元用于支持老字号企业改进
产品工艺，提升市场竞争力。为规范老
字号的评审认定和动态管理，云南在中
国率先颁布实施了“老字号”动态管理
办法，并制定出台 《“云南老字号”
评定规范》。

龙舟 韩成圆

京东“云南老字号”官方旗舰店上线

动车开进彩云南
1 月 5 日 8 时 15 分，一列满载旅客的 CRH2G 和

谐号动车组从昆明始发，一路向西奔跑，2 小时 58 分
后 抵 达 丽 江 。 当 天 9 时 15 分 ，时 速 160 公 里 的
CR200J 型“复兴号”动车组从昆明站始发，2 小时 43
分后抵达蒙自市，这是中国铁路 160 公里时速“复兴
号”的首秀，也是昆明至蒙自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图为游客在车厢内吃蒙自过桥米线）。

昆明至丽江动车首发，昆明至蒙自动车开行，对
云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滇西区域、滇南和
滇东南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扩大高速路网覆盖
范围、带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自1910年冒着黑烟与白汽的火车从滇越铁路驶
入，到 2014 年昆（明）玉（溪）河（口）铁路建成通车，
2016年云桂铁路途经红河州弥勒市，再到如今“复兴
号”奔跑进入蒙自市，铁路的变迁成为百年来云南人
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最好见证。 本版集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