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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韩 成
圆） 5月27日，大湄公河次
区域（GMS）国际道路运输
（中国—老挝—越南）启动仪
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中老
越三国之间首次开通了
GMS国际道路运输线路。

此举是落实《关于实施
〈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

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早期
收获”的谅解备忘录》（以下
简称《早收备忘录》）、加强澜
沧江—湄公河国家多边交通
运输合作的具体行动，将开
启GMS运输合作新篇章，
推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
廊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助
力形成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新格局。
《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

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是
GMS经济合作框架下的重要
内容，包括跨境手续、道路标
志、运输价格等交通运输领域
便利化措施。2018年 3月，
GMS六国政府共同签署了
《早收备忘录》，规定GMS国

家车辆持GMS行车许可证
和暂准入境单证（TAD），1年
内进入柬埔寨、老挝、泰国、越
南的次数不限。《早收备忘录》
的实施和GMS国际道路运
输线路的正式启动，有助于
充分发挥昆明大通道功能，
进一步畅通中国—中南半岛
运输走廊，促进区域货物和

人员往来。
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刘小明、云南省副省长王显
刚、老挝公共工程和运输部
副部长圆沙瓦·西盘顿、越南
公路总局副局长潘氏秋贤出
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刘小明
向相关运输企业颁发了
GMS行车许可证。

记者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获悉，目前，长水国际机场正多
措并举完善航线网络布局，提升
航空服务水平。预计到2020年，
长水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
达到670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
量达到57万吨，国际及地区旅
客吞吐量达到600万人次，航线
达到350条。其中，国际航线达
到100条，国际和地区通航城市
超过60个。

自2012年转场以来，长水
国际机场航班量、旅客吞吐量、
货邮吞吐量均大幅增长。据统
计，2018年，长水国际机场完成
运输起降359487架次，排名中
国第四；旅客吞吐量47088140
人次，排名中国第六，世界排名

35位；货邮吞吐量428295吨，
排名中国第八。

同时，长水国际机场航线辐
射能力不断提升。2018年，长水
国际机场共开通航线348条，其
中，国内航线270条、国际航线
74条、地区航线4条。长水国际
机场国际航线已覆盖东盟 10
国、南亚5国，南亚东南亚客运
通航城市34个，排名中国第一，
已基本通航南亚、东南亚国家首
都及重要旅游城市。在国际货运
方面，已开通昆明至达卡、德里、
孟买、河内、马德拉斯、班加罗
尔、加德满都 7条国际货运航
线，计划新开昆明至首尔、胡志
明市、仰光、卡拉奇、迪拜等多条
全货机航线。 记者 王绍芬

据负责中老铁路建设、运营的老中铁路公司消息，由中国中铁八局承建的
中老铁路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5月18日凌晨首跨顺利合龙。

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全长1458.9米，是中老铁路重要工程。图为在老挝
拍摄的首跨合龙的中老铁路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

新华社发（段小平摄）

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道路运输线路首次开通

昆明长水机场国际航线
明年将达100条

中老铁路跨湄公河特大桥实现首跨合龙

本报讯（记者 韩成圆
刘子语）今年前4个月，云
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678.6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0.1%。总体看，云南外贸整
体形势向好，出口趋稳增长
态势继续巩固，月度出口连
续4个月同比增长，出口对
全省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90%。

前4个月，云南外贸出
口 281.5 亿元，增长 25%；
进 口 397.1 亿 元 ，增 长
1.5%。4月单月，进出口合
计 181.5 亿元，增长 4.1%。
其中出口 69.9 亿元，增长
13.4%；进口111.6亿元，达
前4月最高点。

昆明海关相关负责人
介绍，前4月云南外贸运行
呈现4方面特点。

一般贸易进出口齐增。
全省一般贸易进出口实现
20.1%的增速，在同期全省

外贸额中的占比超过60%，
较上年同期增长5.5个百分
点。边民互市进出口增速较
快，增长12.1%。

与主要市场贸易增势
良好。全省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达
484.6 亿元，增长 7.2%，占
同 期 全 省 外 贸 额 的
71.4%。云南与东盟贸易额
345.8 亿元，增长 12%。全
省与拉丁美洲贸易额增长
41.8%。

主要商品出口实现增
长。全省出口机电产品和出
口农产品分别实现增长
17.8%和 12.1%，其中出口
水果和出口化肥同比增长
均超19%。全省出口传统劳
动密集型商品增长43.5%。

进口农产品增速强劲。
全省进口农产品38.8亿元，
增长34.8%，其中进口水果
16.3亿元，同比增长3倍。

云南外贸整体形势向好

去年，云南全省中药材
种植面积达794万亩，产量
达 104 万吨，种植面积比
2017年增加47万亩，继续
保持中国领先。

云南按照打造世界一
流“绿色食品牌”“大产业+
新主体+新平台”的发展思
路和“创名牌、育龙头、抓有
机、建平台、占市场、解难
题”的总体要求，组织专家
编写了《中药材产业发展报
告（2018-2022年）》，进一
步细化工作措施，大力推进
云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
同时，积极落实中药材产业
三年行动计划，重点推进中
药材无公害、绿色、有机基
地建设，支持建设道地药材
良种选育、良种繁育基地建
设工作。目前，三七、重楼、

砂仁等17个中药材品种种
植面积突破10万亩，中药
材标准化种植基地面积超
过120万亩，其中绿色、有
机认证约6万亩。

为不断提升云南中药
材的市场占有率及知名度，
云南开展“十大名药材”评
选活动，大幅提升了“云药”

企业品牌影响力。同时，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康美药
业、天士力集团、康恩贝集
团有限公司、上药控股有限
公司等一批知名药企进驻
昆明、普洱、昭通、大理等州
市，促进了中药材种植、加
工水平的提高，推动产业提
质增效。 记者 王淑娟

云南推进中药材绿色发展

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石斛花争相盛放。 龚强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