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畹町
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缅甸“圣德龙”芒果
的货车正有序进入海关监管场所，待海
关检验检疫合格后，将发往昆明、成都、
重庆等国内城市。

缅甸“圣德龙”芒果被誉为“芒果之
王”，是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品质较高的芒
果品种，尤其在东南亚和中国市场享有
极高声誉。“每年 5至 7月是‘圣德龙’芒

果的盛产期，目前已进入进口高峰，平均
每天进口量达 300 吨，但仍然供不应
求。”这颗金黄的果子，让畹町经济开发
区的长合水果交易市场负责人座冷每天
忙得不亦乐乎。

昆明海关所属畹町海关数据显示，
自4月25日畹町口岸进口今年首批缅甸

“圣德龙”芒果以来，截至6月30日，畹町
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口芒果 3882.5吨，

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为保障进口芒果安全高效通关，畹

町海关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指导企
业用好“提前申报+预约监管”“附条件
提离”等通关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实
施作业现场卡口分流、双通道并行，提高
现场通关效率，助力芒果抢“鲜”上市。同
时，聚焦芒果病虫害、农药残留等检验检
疫重点，实施“现场检疫+实验室联动鉴

定”双轨检测，有效提升有害生物检出
率，把好进口水果“安全关”。

“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推
动更多通关便利化措施落实落细，为更
多优质农产品输华提供高效便捷的监管
服务，不断丰富国内消费者‘菜篮子’。”
畹町海关口岸监管二科副科长何莉说。

本报记者黄议娴韩成圆
通讯员赵吕媛

本报讯（记者 黄议娴 通讯员 董
栋栋李夕妹）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
在云南关累港口岸海关查验区，50辆
国产重卡牵引车待海关查验完毕后，
近日将驶离关累港，经澜沧江—湄公
河“黄金水道”出口至缅甸。

“国产重卡牵引车马力足、空间
大，驾驶体验感好，在缅甸市场销路
好。”西双版纳兴德国际货运有限公
司负责人欧阳兴表示，“海关为我们
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和定制化监
管方案，便利汽车高效出口，客户满
意度越来越高。”

据悉，为保障出口车辆顺畅通
关，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提
前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指导企业规
范申报，并结合车辆运抵情况，设
置专属车辆停放区域，提供提前预
约查验服务，实现即到即报、即报
即检。

西双版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前 5个月，关累港口岸进出口货运
量11.12万吨、货值13.52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112.3%和176.7%，其中出口牵
引车、自卸汽车、拖拉机等车辆货值
3874万元，同比增长30.6%。

50辆国产重卡牵引车经关累港出口缅甸

本报讯（记者 黄议娴 通讯员 钟
佳芳）昆明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云南省对泰国进出口70.3亿元，
同比增长25%；其中，对泰国出口农产
品 6.9 亿元，占对泰国出口总值的
46.6%。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自2024年
8月15日玉溪海关元江工作站正式投
用以来，截至今年6月26日，玉溪海关
累计验放输泰水果 6.72 万吨，货值
5.29亿元，占云南以公路运输方式出
口泰国水果总量的60%左右。

走进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中老铁路跨境物流产业园，满载葡萄、
苹果的冷链货车穿梭如织，制冷集装箱
门开合声与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一派
繁忙有序的景象。玉溪海关元江工作站
的两名海关关员穿行在货车间，仔细开
展查验并施封关锁，随后签盖载货清

单，确保出口鲜果即时发出。
“冷链车厢内部需要稳定的温度

与气体环境，每一次开箱都会影响水
果鲜度，我们凭海关施加关锁后出具
的车辆载货清单，不开箱即可享受高
速公路‘绿通’免费政策，有效提升了
输泰水果的物流速度。”云南登硕进出
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周方说。

玉溪海关元江工作站是全省首个
常态化运行的海关工作站。昆明海关
所属玉溪海关监管科科长姜涛表示：

“我们依托元江工作站为企业提供
‘家门口’式服务，通过探索运用‘集
中查检+一站式通关’‘提前申报+预
约查验’模式，有效将查验通关时间
压缩至传统作业的九分之一，刷新了
输泰鲜果的查验通关速度，确保鲜果
在植物检疫证书的 10天有效期内顺
利抵泰。”

前5个月云南对泰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5%

本报讯（记者 韩成圆）记者 6月
27日从云南省外办获悉：6月 18日至
23日，印度知名舞蹈家、泰戈尔家族
后裔苏洛佳·泰戈尔率印度艺术家代
表团一行11人访问云南。代表团由舞
蹈家、歌唱家及器乐演奏家组成。

在滇期间，代表团出席第6届中国
—南亚合作论坛系列活动，与云南省
文化艺术界开展交流。在云南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团系统了解云南
音乐舞蹈发展脉络，与本土艺术家联
合呈现民族艺术表演，并围绕传统音
乐舞蹈传承保护进行座谈。代表团先
后访问云南艺术学院、云南民族大学
等高校，与大理白剧团进行专业艺术
对话，并深入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

族自治县阿尼么村，实地调研艺术助
力乡村振兴及文旅融合发展实践，参与
非遗体验活动，与当地民间艺术家围绕村
歌开展即兴互动，载歌载舞，气氛热烈。

印方表示，今年是印中建交75周
年，两国特色艺术形式为双边人文交
流搭建了桥梁，拉近了彼此距离。通过
此次参访，欣赏了云南白族、傣族、彝
族等民族文化艺术，也充分展示了印
度传统舞蹈和乐器，期待以此次交流
为契机，深化未来合作。

据悉，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及驻
加尔各答总领事馆支持下，云南省外
办持续推动打造滇印文化交流品牌。
此系 2024年以来第三批访滇的印度
艺术家团组。

印度艺术家代表团访滇

“这是我首次到访云南。相似的地理
环境、跨越千年的友谊，以及共通的茶文
化……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倍感亲切。”近
日，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
阿隆·赫马钱德拉在昆明接受了本报记
者专访。

1600年前，中国高僧法显赴斯里兰
卡游学，开启了两国最早的文明交流。如
今，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
断走深走实，两国的合作领域也不断拓
展。阿隆·赫马钱德拉分享，从港口、公
路、铁路、医院、水利、电力等设施建设，
到科研合作及旅游交往，一个又一个项
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活，更为斯里兰卡

发展拓宽了空间。
今年南博会上，斯里兰卡以主题国

身份亮相。璀璨的宝石、辛香的肉桂、醇
香的茶叶、精美的手工木雕……各类特
色展品，受到众多中国消费者青睐。在阿
隆·赫马钱德拉看来，中国是全球最具活
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本届南博会为斯里
兰卡提供了展示形象、开拓中国市场的
平台。

云南省是中国距离斯里兰卡最近的
省份之一。云南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以
及多样的产业，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云南高效的花卉、果蔬生产和出口模式，
值得我们借鉴。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先进的技术与诊疗体系，让我看到了医
疗交流的广阔前景。”他表示，未来斯里兰
卡希望在农业、经贸、医疗、教育、旅游等
各方面，与云南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当下，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保等
重大议题，区域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为迫切，南亚、东南亚地区各国需要紧
密携手。”采访中，阿隆·赫马钱德拉多次
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国在
全球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期待与中
国一道，为区域和平及共同发展不断注
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王靖中韩成圆
实习生税国昊/文 本报记者李文君/图

“一带一路”上，芒果香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让老

挝、缅甸芒果产业与中国云南等地企业、种植户深度联

动。合作的路上果香扑鼻，背后是辛勤的劳作、顺畅的通

关、跨国的友谊与收获。“一带一路”上，芒果香，情意浓。

合作，让斯滇更紧密
——访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隆·赫马钱德拉

桥头观潮 开放快报

6月，在老挝波里坎赛省广袤的土
地上，3000多亩芒果园郁郁葱葱。这里
有中国种植户叶耀前用十几年时间，在
异国他乡土地上写下的充满挑战与希望
的创业故事。

中老铁路让故事有了新注脚。6月4
日，“澜湄·云南号”国际货运列车满载
90吨老挝鲜芒果，经中老铁路抵达云南
省昆明市晋宁区云南腾俊国际陆港，这
也是老挝芒果首次以铁路冷链方式运
抵中国。

从中国海南、云南到老挝，老挝芒果
园中孕育的金色梦想连接起了更多人。

芒果、老挝，梦想开始的地方

叶耀前的农业生涯始于中国海南
省，他在那里拥有自己的香蕉、芒果种植
基地，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2012年，
在朋友的鼓励和介绍下，叶耀前了解到
老挝的土地资源优势，有了去老挝创业
的想法。

“第一次踏上老挝的土地，阳光热
烈，空气湿润，跟海南差不多。我站在那
片空旷的土地上，心里突然踏实了。这
里，也许就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最开
始，叶耀前在老挝种的是香蕉，并取得了
成功。2017年，叶耀前决定扩大规模，开

始种植芒果。在他看来，种芒果不仅是生
意，更可以说是一种传承，“芒果树树龄
能有数十年、上百年，高产期二三十年。
种芒果，是传家的事业。”

选择在老挝投资种植芒果，叶耀前
有着自己的考量。老挝土地资源和人力
资源丰富，且病虫害少，再加上关税优惠
以及中东和日韩等市场的需求，发展前
景广阔。

如今，叶耀前成了当地响当当的“芒
果大王”。他的果园芒果平均年产量
3000吨，采摘高峰期带动当地百余户农
户参与。重视高质高产的同时，他和团队
也特别爱护和珍惜这片土地，坚持使用
有机肥，回收塑料袋，最大限度避免污染
环境。

在老挝的创业路上，他遇到过不少
挫折，语言不通是首要障碍，思维方式和
工作习惯的差异也让他经历了艰难的磨
合期。一些老挝农民对农药使用心存顾
虑，担心影响健康，他就亲自示范操作，
耐心讲解。老挝人一开始不能接受承包
制，认为承包收入低于日薪。他用补差价
的方式带领农户尝试承包，大家尝到了
甜头，也欣然拥抱了这一模式。点点滴
滴、日积月累，随着合作深入，老挝农民
的收入明显提升，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他
在老挝种下了芒果，也有了更多收获。

来自丰沙里的占塔翁，起初只是叶
耀前基地的翻译，负责沟通技术和生产
问题。如今，他已在基地旁承包了100多
亩土地，运用学到的管理模式和技术自
主经营，果园也即将迎来首次挂果。看到
占塔翁的果园一步步成长起来，叶耀前
比自己赚钱还高兴。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不仅带来了先
进的种植技术，推动了农场规模化发展，
还拓展至农产品深加工领域。这些变化
提升了生产效率，打开了更大的市场，也
为当地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这对老挝
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老挝农林部
农村发展司副司长阿努萨·冯提平说，老
挝欢迎这样的投资者。

铁路、云南，走向更远的远方

中国是老挝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
长期以来，老挝芒果主要通过边贸方式
进入中国，渠道受限、规模有限，叶耀前
一直期盼着老挝芒果能以正规渠道大批
量输华，打开广阔的中国市场。

中老铁路通车，让叶耀前看到了实
现这一期盼的可能。2023年，中老双方
相关部门签署了老挝鲜食芒果输华植物
检疫要求议定书，老挝芒果获得了进入
中国市场的正式“通行证”，为后续的大

规模出口铺平了道路。
6月 3日，几十吨来自叶耀前基地

的金煌芒，搭乘上高效快捷的“澜湄快
线”国际货物列车，于次日顺利抵达云
南昆明。

“感谢‘一带一路’带来了中老铁路。
现在冷链集装箱能直接到基地门口装
货，一天时间就从万象运到磨憨口岸，比
过去快了三四天。水果讲究新鲜，竞争力
大大提升。”叶耀前的喜悦，溢于言表。这
批芒果已经在中国湖南省的红星市场以
及北京、山东、河南等地上市，反响很好。
有客户说这芒果口感好，还有不少老板亲
自跑到基地考察。叶耀前计划根据市场接
受度扩大投产，明年芒果产量预计可达
5000吨。他还考虑发展深加工产品，如芒
果汁、芒果干，并希望通过南博会等展会
平台推广品牌，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这
份来自东南亚的甜蜜。

“这一辈子，种的是芒果，结出的却是
一段段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叶耀前感慨，
从海南到老挝，从中国到东南亚，从一个
人到一群人，这颗芒果，把大家紧紧连在
了一起。随着基地工人打包、装箱、运输技
术的不断提升，他相信老挝优质芒果能卖
出更好的价钱，他和更多人的“金色梦想”
也将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本报记者杨春梅韩成圆

“芒果大王”叶耀前在老挝播种金色梦想

云南畹町口岸芒果进口迎来高峰

海关关员在畹町口岸对缅海关关员在畹町口岸对缅
甸甸““圣德龙圣德龙””芒果开展现场查验芒果开展现场查验。。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张鹂张鹂摄摄

叶耀前的芒果基地叶耀前的芒果基地。。供图供图

老挝波里坎塞省农林厅
负责人到叶耀前（中）的芒果
基地考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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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海）日前，由云
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支持和指导
的“心联通 云南行”边境村寨村长
看云南活动在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举办。

活动期间，老挝南塔县 7个行政
村的 15名村寨干部和优秀创业青年
代表在宁洱当地村寨、工业园区、种植
养殖基地考察学习，参加畜牧养殖和
疫病防治、水果蔬菜种植及病虫害防
治培训，与中国村干部交流座谈，学习
普洱咖啡手冲技能，增进对乡村治理、

美丽庭院建设、特色产业规划发展等
方面的认识。

活动结束后，老挝代表纷纷表示，
此次深入宁洱考察学习收获颇丰，学
到了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期待南塔
未来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园区建设
等领域与宁洱县开展更深入、务实的
交流与合作，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2023年12月，同处中老铁路沿线
的南塔县与宁洱县签署了建立友好城
市关系意向书，为双方合作交流奠定
了良好基础。

“心联通 云南行”村长看云南活动在宁洱举办

老挝代表团参观村寨老挝代表团参观村寨。。

阿隆阿隆··赫马钱德拉赫马钱德拉

“零关税”政策落地半年来为企减税2.3亿元
本报讯（记者 韩成圆 黄议娴）

2024年 12月 1日，中国对包括老挝、
缅甸在内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今年 6月昆明
海关数据显示，政策实施半年来，已
有来自云南、广西、江苏、重庆等 8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7家企业享受
到这一政策红利，享惠货值超11.72亿
元，累计为企业减让税款达2.3亿元。

磨憨作为政策落地的前沿窗
口，见证了政策效应的加速释放。近
日，一列装载 315.38 吨老挝天然橡
胶的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驶入磨
憨铁路口岸。凭借老挝签发的特惠
原产地证书，该批货物的进口企业
享受了 85.37万元的税款减让。经昆
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现场查验合格
后，这批“零关税”商品迅速通关运
往国内市场。

勐腊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12月
1日至 2025年 5月 31日，经磨憨口岸
（含磨憨铁路口岸）进口的老挝商品总
值达 81.19亿元，特惠项下累计为 38
家进口企业减让税款 1.32亿元。勐腊

海关副关长周保华告诉记者，随着政
策全面深入实施，享惠的企业和商品
种类持续增加，今年磨憨口岸新增了
老挝特色商品享惠进口，中老经贸合
作正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不少从事老挝贸易的市场主体
看来，“零关税”政策显著降低了最不
发达国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门
槛，有力促进了中老产业链的优势互
补与深度融合，政策的实惠可感可及。
云南农垦云橡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宏达介绍，其所在企业一年要从老挝
进口5.5万吨至6万吨橡胶，用于加工
轮胎等产品。政策不仅让老挝的种植
户、生产商得到实惠，也让这类中国企
业拓宽了优质原料来源，提升了企业
产品的竞争力。

昆明海关介绍，未来将持续加强
政策宣传解读，指导企业用好“中国海
关优惠原产地服务平台”协定税率及
原产地规则查询、原产地政策法规查
询、享惠提醒及评估等服务功能，助力
更多企业充分把握机遇、用好政策优
惠，不断拓展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