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会6月12日在昆明开幕，来自74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20个中国国内省（区、市）的3348家企业参会。同期还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2019年大湄公河次
区域（GMS）经济走廊省长论坛、第三届中国—东南亚商务论坛、2019中国·南亚东南亚艺术周等14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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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商洽会

共谋合作新途径 共创美好新未来

通过南亚东南亚国家商
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会（以
下简称“商洽会”）的平台，老
挝扩大了与各国朋友的“交
际圈”。

对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来
说，商洽会对促进区域内各
国以及区域间的经济、文化
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平
台除了帮助企业交流商品和
产业信息，还有助于加强政
府和企业的交流沟通。

——老挝驻昆明总领事
坎蓬·冯桑迪

通过商洽会，马来西亚
参展商不仅拓宽了合作渠
道，还在其举行的一系列论
坛中得到了不少学习和观摩
的机会。

——马来西亚驻昆明总
领事法依萨

商洽会为泰中企业加强
贸易往来、充分挖掘市场潜
力搭建平台。

商洽会在南亚东南亚国
家形成了品牌效应，它的意
义不仅仅是展销，更是多边
共赢。

——泰王国驻昆明总领
事妮媞瓦娣·玛尼绲

扩大了国际“朋友圈”

不仅是展销更是多边共赢

拓宽了合作渠道

东南亚馆人流熙来攘往。记者 孙晓云 缅甸药品受欢迎。记者 孙晓云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晓波
李绍明） 6月10日，2019年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
济走廊省长论坛在昆明开
幕。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
泰国、越南等国有关部门的
负责人以及省（邦、府）行政
长官和亚洲开发银行专家，
围绕“以园区建设为载体、产
业合作为抓手、全面提升数
字经济水平，携手打造澜沧
江—湄公河流域经济发展
带”主题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云南省省长阮成
发会见各代表团团长并作
题为《共谋合作新途径 共
创美好新未来》的主旨演
讲。他指出，在过去一年里，
我们不断深化地方合作，不

断加强机制建设，不断夯实
合作基础，不断丰富合作内
涵，大力促进次区域优势互
补、共同繁荣发展，为推动
构建澜湄命运共同体作出
了积极探索。他表示，云南
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希望与各方携手，全力推动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缅经
济走廊、中老经济走廊建
设，加快推进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机制建设，不断完善
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努力把
习近平主席与次区域各国
领导人共同擘画的宏伟蓝
图付诸实践，为构建澜湄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让
合作得人心、结硕果，让民

众有盼头、有甜头。
阮成发结合本次论坛

主题及云南正在打造世界
一流的绿色能源、绿色食
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
牌”、建设“数字云南”和国
际产能合作平台，重点提
出3方面合作内容。一是共
同深化区域绿色经济合
作，深化发电、输变电、电
网改造等重大电力项目合
作，推动水电铝材、水电硅
材一体化和新能源汽车等
清洁载能产业合作，深化
农业、康旅等全方位合作，
共同推动大健康产业发
展。二是共同打造区域“数
字丝绸之路”，提高数字基
础设施水平和创新能力，

在多语种自动翻译系统、
办公软件、云计算操作系
统、大数据平台、智慧零
售、物流仓储、跨境电商、数
据中心、网上支付、数字信
息化政务服务等方面开展
务实合作。三是共同推进产
业园区建设合作，加快推进
中老磨憨—磨丁、中缅瑞丽
—木姐、中越河口—老街边
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推动中
柬文化创意园、老挝赛色塔
综合开发区、泰国汽车产业
园等项目建设进程，完善合
作框架和工作推进机制，加
快打造和形成生产要素互
补的上下产业链、供应链
和价值链，实现更高程度
的资源优化配置。

云南提出三点建议促进GMS合作

本报讯（记者 刘子
语）“侨连五洲·七彩云南：
第十七届东盟华商会暨第
一届“一带一路”侨社论坛”
于6月10日至15日在云南
举行。“一带一路”有关国家
和地区及香港、澳门侨领和

侨界代表700余人参会。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华

侨华人与‘一带一路’”。中
国侨联主席万立骏说，东
盟华商会是深化中国与东
盟国家经贸合作，实现多
方合作共赢发展的重要载

体。今年，在历届东盟华商
会的基础上，首次增加了

“一带一路”侨社论坛这
一重要平台，旨在推动中
国同南亚、东南亚国家进
一步实现经济相通、文化
交融。

今天的云南，已成为南
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客
商进入中国寻求商机的桥
梁和窗口。云南省委书记陈
豪说，本届东盟华商会和

“一带一路”侨社论坛规模
空前、意义重大，必将为广

大华商和侨界人士来滇投
资兴业、创业发展创造更多
机会。云南将进一步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吸引更多海
内外侨胞来滇发展，为“一
带一路”建设和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700多位侨界人士共话“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