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1日，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外
事办公室、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泰国驻昆明总领事馆主办的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泰王国建交 50周
年座谈会在昆明举行。滇泰有关代表
欢聚一堂，共同回顾两国风雨同舟的
友好历程，展望中泰关系和滇泰合作
的美好未来。

参会代表们一致认为，云南是中
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
户，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
富的自然资源；泰国是东南亚重要
的地理枢纽，交通便利、产业基础
好、旅游资源丰富。双方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在人文、经贸、
教育、农业、旅游、新能源等领域合
作内容多、潜力大。

“道路通，百业兴。交通的延伸，
是发展的延伸，更是友谊与希望的延
伸。”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樊东
方回溯，2008年，昆曼公路全线贯通，
搭建起中泰货物运输的“大动脉”；
2021年，中老铁路开通运营，连接了中
泰铁路网，助力泰国货物远销中国各
大城市，使中国消费者实现“榴莲自
由”。他从铁路、公路、民航、航运、国际
道路运输、交通人才培训等方面，就加
强云南与泰国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提出
倡议，包括加快实现中老泰准轨铁路

无缝连接、支持推进昆曼公路全程高
速化、加密国际航线、推动澜湄国际
航运碍航滩险整治等。

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
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离不开金融的
互联互通。泰京银行昆明分行行长冯
宏和介绍，泰京银行 1993年就在昆明
设立代表处，并于 1996 年升级为分
行。“除了为泰国企业在华投资提供
支持，近年来，我们也为中国企业提
供贷款和金融服务，同时积极支持泰
中两国间的本币结算，助力区域可持
续发展。”

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和雪莲
分享了该校与泰国教育合作的成果。

“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志
愿服务、向泰国派出志愿者人数最多
的高校，学校目前已与泰国的 16所高
校和教育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涉及
学生培养、师资培训、科学研究、学术
研讨、文化交流等方面。”和雪莲表示，
培养“专业+汉泰语”复合型人才、扩大
泰国留学生规模、拓展数字经济和人
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打造中泰人
文交流品牌项目等，是云南师范大学
在推进中泰、滇泰合作上将重点发力
的方向。

在互免签证等一系列利好加持
下，滇泰人民往来更加便捷频繁，去

年超过 35 万泰国游客来云南旅游。
“人员往来是巩固泰中友好关系的基
石。因此，我们不断优化领事服务，全
面推行在线电子签证申请系统并升
级新增中文界面，开发线上公证认证
系统，定期优化工作流程。”

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深化与泰
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中肩负着特殊使
命的云南，至今已与泰国建立了 5对国
际友好省（市）关系。云南省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专职副会长王宇说，在此框
架下，泰国地方政府组织代表团连续
多年参加中国—南亚博览会，并在中
国国际友城大会、云南国际友城合作
周等重要活动平台上共叙友谊、共谋
发展。云南省连续 3年在泰国实施“心
联通 云南行”“小而美”民生公益项
目，架起滇泰人民“心联通”的桥梁。

“今天，看到这么多朋友齐聚一
堂，共同为推动泰中、泰滇关系发展
建言献策，我感到荣幸，更感到暖
心。”泰国驻昆总领事帕薇婉在发言
时说，泰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云南省的
交流合作，希望双方重点用好泰国—
中国云南合作工作组会议、泰滇教育
合作论坛、友好城市合作等 3个机制，
进一步为泰滇关系注入强劲、务实的
发展动力，为构建泰中命运共同体贡
献力量。

携手开启
下一个“金色50年”

——云南省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朱海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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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座谈会在昆明举行。

今年是中泰建交 50周年暨“中泰
友谊金色 50年”。7月 11日，云南省在
昆明举行庆祝中泰建交 50周年座谈会
和招待会，本报记者在现场专访了泰
国驻昆总领事帕薇婉，通过她的礼物
和视角，回顾友谊的历程，展望下一个
成色更足的“金色50年”。

帕薇婉当天带来了一份精心准备
的礼物：泰国本地椰汁制作的传统甜
点。其中，金色的果冻代表宝珠，象征
着两国的繁荣发展和美好未来；红色
的中国龙、蓝色的泰国娜迦面对面交
织、紧密相连，共同组成阿拉伯数字

“50”的形状，这也是两国建交 50周年
的纪念标识。手捧这份礼物，她深情地
说：“‘泰中齐心，命运与共’，不仅是建
交 50周年的共同口号，更是双方合作
历程的真实写照。”

中泰是地缘相近的好邻居、血脉
相融的好亲戚、命运与共的好伙伴。

“中泰一家亲”，体现在务实的行动、可
感可及的点滴中。

云南省是中国陆路距离泰国最近
的省份，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角色。1994年，继广州之后，泰国
选择在昆明设立驻中国的第二个总领
事馆。双方还建立了中国云南—泰国
合作工作组机制、教育合作以及友好
城市合作等务实合作架构。在滇任职

的两年多时间里亲历了诸多重要时
刻，帕薇婉说泰滇双方携手拓展合作、
守护边境安全，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

2024年 3月 1日，中泰签署互免签
证协定，标志着两国迈入“免签时代”。

“这项基于长期互信的免签政策，让双
向旅游更加便捷。”帕薇婉表示，泰国不
仅热情欢迎中国游客，也积极推动本国
公民赴华旅游。为此，泰国驻昆总领事
馆正携手《湄公河》杂志编撰《高海拔地
区安全旅游手册》，为泰国游客提供专
业的云南旅行建议，确保旅途安全愉快。

面向下一个“金色 50年”，云南省
和泰国还应加强哪些领域合作，为两
国合作贡献更多向上的力量？

帕薇婉重点列举了四大领域：青
年交流、经贸合作、绿色发展和基础设
施互联。在她看来，作为区域互联互通
的战略支点，云南已构建起连接泰国
的立体交通网络，涵盖公路、铁路、航
空及水路运输，为双边合作提供了坚
实支撑。绿色发展方面，云南在清洁能
源领域的技术优势与泰国的发展需求
高度契合，合作空间广阔。她指出：“近
年来，泰中之间举行了一系列的青少
年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增进了两国年
轻一代的相互了解，为加强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注入了新活力。最牢固
的关系根基，需要从青年、从民间交往
开始培育。”帕薇婉说，当青年人成长，
一定会继续传递双方之间的理解、友
爱。这个更加灿烂和美好的未来，让人
期待。

本报记者胡丽仙韩成圆

期待泰滇为“金色50年”贡献更多向上的力量
——访泰国驻昆总领事帕薇婉

泰国驻昆总领事帕薇婉
本报记者李文君摄

“心连心是泰中合作长盛不衰的
核心密码。”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战
略研究中心主任苏拉西·塔纳唐近日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他
强调，今年正值泰中建交 50周年，泰
中关系已实现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为发展中国家
树立了友好交往的标杆。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全面实施的背景下，苏拉西敏
锐地捕捉到两国物流与供应链深度合
作的巨大机遇。他指出，“智慧海关”系

统建设和现代化供应链协同发展是当
前最具潜力的两大合作方向。通过应用
数字化技术和业务流程再造，将显著提
升双边贸易便利化水平。

日前，苏拉西赴滇考察交流并提
出，泰滇合作可突破传统船运模式，着
力构建陆港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他还提
出探索无人机跨境物流等创新配送模
式的设想，通过打造“空中走廊”以进一
步提升物流效率。“这种创新配送模式
将丰富两国物流通道的多样性，并为泰
中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苏拉西认为，智库承担着总结历史
经验与谋划未来发展的双重使命。他
说：“智库对话既是增进战略互信的重
要途径，也是构建制度化合作平台的基
础工程，将为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展望未来，苏拉西充满信心：“从
深厚的文化交融，到智库的智慧联动，
再到物流与区域协同的创新突破，两
国正通过多元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
新高度。”

本报记者 胡丽仙 舒文

泰国国家研究院泰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苏拉西·塔纳唐：

“智慧海关+陆港合作”开启泰中物流合作新路径

2025年，中泰迎来建交 50周年。
半个世纪以来，“中泰一家亲”不断被
赋予新的内涵，特别是中泰迈入“免签
时代”，两国人民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泰国游客醉心于云南罗平金黄的油菜
花海，云南游客则流连于泰国清迈的
特色市集；中泰导游用温暖周到的服
务传递心意，两国游客在文化共鸣中
互道“萨瓦迪卡”与“你好”。

泰国游客来云南旅游的意愿非常
强烈。云南招泰国际旅行社负责人翁
座介绍，从游客反馈来看，旅行满意
度非常高。该旅行社专门接待以泰
国游客为主的东南亚游客，2023年接
待游客 5600 余人次，2024 年激增至
11000 余人次，2025 年接待游客已超
6600人次。

“泰国游客想要的是‘有温度的旅
行’，”翁座说，“温度体现在用心的细
节里。”他熟悉泰国游客的出行习惯：
偏好大尺寸的行李箱，要保证大巴车
有足够的行李空间；饭桌避开牛肉和
羊肉，并备好冰块和小米辣酱油；酒
店空调制冷是硬指标，“不够凉快？绝
对不行！”泰国游客对于新的景点和
新鲜事物关注度较高，近两年来，“泡
泡玛特探店”也列入了行程里。“客人
认可了我们的接待标准和质量，就会

多次重返中国旅游。未来，我计划与
各大航空公司紧密合作，开发更多旅
游产品，吸引更广泛的泰国游客群
体。”翁座对未来的发展已作好规划，

“让泰国游客从云南出发，深入体验
中国各地。”

这“温度”，最终由像资深泰语导
游范苏宁这样工作在一线的导游传
递给游客。从业三十年，范苏宁深知
文化共鸣的力量。“泰国朋友对自然
的敬畏、对长辈的礼节，和云南很多
少数民族很像。讲泼水节、讲民间传
说，他们都很感兴趣。”她还针对游客
需求琢磨“新玩法”。在安宁带高尔夫
团时，她会力荐安宁的温泉，客人听
完介绍后大都愿意体验，正好享受打
球后的放松。

云南旅客前往泰国的热情同样澎
湃。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出境中心总
经理刘欣介绍：“公司数据显示，暑运
期间，出境游客有 20%以上增幅，其中
前往泰国的中国公民增幅最大。泰国
位居出境目的地榜首，占公司经办出
境总量的30%左右。”

“90后”和“00后”日益成为中国出
境游市场的主力军，自由行开始成为
主要的出行方式。他们更倾向于追求
个性化和沉浸式的旅行体验。线上旅

行分享的曼谷网红咖啡馆、清迈厨艺
课、普吉岛尾波冲浪等，吸引着中国的
年轻人解锁深度体验。

刘欣坦言：“面对中国旅客对旅行
社依赖度降低的情况，旅行社需深耕
定制化与细分市场，推出小团化、主题
化产品，并发挥在应急处理、小众资源
对接等方面的优势，依托导游人文服
务与品牌信任，在科技辅助下回归服
务本质。”

在刘欣看来，旅游促进民心相通，
恰恰是在那些细微的、计划外的瞬间。
比如，中国人去泰国，坐一次嘟嘟车、
尝一口芒果糯米饭，听当地人用不太
流利的中文说“你好”，就知道他们对
中国游客的热情；泰国朋友来到云南
旅游，打卡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的自
然美景，了解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和
美食，会发现中国人的豪爽和包容。通
过旅行，走近彼此，两国民众实现了

“你懂我的生活，我理解你的习惯”，这
样的“双向奔赴”在滇泰之间架起了一
座“连心桥”。

旅途中的平凡真情，源自民间、植
根于相互理解的亲近，如湄公河水般
滋养着两国友谊之树，根深叶茂，生生
不息。

本报记者 常远

民心相通在旅途

初夏的昆明，第 15届昆明·泰国
节热闹非凡。来自泰国清迈的姑娘
桃子，用简单却热情十足的中文，向
顾客介绍着展台上的手工艺品：“颜
色漂亮，试试看！”

不远处，泰国大型商超品牌 Tops
的展位前人头攒动，这是他们第一
次参加昆明·泰国节。企业跨境电商
负责人李进辉正向顾客介绍 Tops官
方商城小程序。李进辉希望通过昆
明·泰国节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小程
序，“这就像是把泰国超市货架搬进
手机里，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把优质泰国好物一键带回家！”

“我们又来啦！”另一边，泰国正
大集团已经是第五次来参展了。企
业云南区市场部负责人申君婉月热
情地介绍：“我们这次带来了普洱茶
腌制的松花蛋，瓶口藏着凝固蜜糖
的鲜果蜂蜜水等多款创意新品。”深
耕云南 34 年，正大集团与云南的联
系也越来越紧密，“我们在普洱成立
了正大（普洱）咖啡有限公司，这是
一个集咖啡种植、咖啡加工、品牌营
销、咖啡庄园为一体的三产融合项
目。”申君婉月表示，希望通过泰国
节这类交流活动，也能让世界共享
滇泰风味。

从农田到指尖再到餐桌，滇泰朋
友在买与卖中悄然结下深厚情谊。作
为中泰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昆明·
泰国节自 2008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
办 15 届，这不仅是展示泰国文化的
窗口，更是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
桥梁。

这份热闹劲，在第 9届南博会上
继续升温。泰国展区里，Inflat Decor
（因芙拉蒂克）的展位化身一片梦幻
的“气泡海洋”。明黄、亮粉、湖蓝的
充气包色彩跳跃，牢牢吸引住观展

者的目光。销售经理纪皮南忙得不
可开交：“我们连续两年参展，产品
都全部售罄，这让我们对开拓中国
市场充满信心。”纪皮南感慨，南博
会这个平台让泰中经贸合作纽带越
系越紧。

滇泰之间这个名为“节”的舞台，
早已超越一时欢庆，所象征的连接、
流动与共赢正化作日常。

每年泰国榴莲飘香的季节，果
园与仓库便是泰国 KF 国际冷链运
输公司负责人迪腊·吉希吞最牵挂
的地方。他深知中国市场的重要，所
以对每一颗果实的品质都格外较
真。过去，榴莲娇贵易损，如今搭乘
中老铁路“澜湄快线”国际货物列
车，泰国榴莲仅需 3 天就能抵达昆
明。此外，昆明海关推出的“铁路快
通”和生鲜“绿色通道”等一系列措
施，为这条“热果北上”之路保驾护
航。而在昆明经营泰国榴莲的余青
青夫妇则借力电商平台，将这份甜
蜜销往千家万户：“泰国榴莲越来越
受中国消费者认可，我们的生意也
越来越好。”

云南的鲜花同样沿着这条“钢铁
丝路”南下绽放。泰国“粉色花屋”的
店主张洋洋对此感触尤深。初到泰
国时语言不通，多亏了邻居商户们
一句句耐心帮她纠正发音。如今花
店生意红火，“我们每周三次，通过
冷 链 运 输 将 鲜 花 从 昆 明 运 往 泰
国。”张洋洋说。依托便捷的运输和
高效的物流，云南鲜花只需 3 到 4
天就能抵达曼谷。不久前，张洋洋还
把生意拓展到 TikTok（抖音海外版）
上，“我周边的许多商户也想加
入直播带货，让云南鲜花香飘
泰国。”

本报记者 舒文

以节为名 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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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前，当我第一次拿到昆
明理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时，盯
着地图上曼谷与昆明之间的那条
线，用手指比画着——1100 公里，
飞机 2 小时即可抵达。那时的我，
以为距离就是地图上的刻度。然
而，那张机票的费用，足以抵上我
在泰国享用整整一个月的芒果糯
米饭。后来我才知道，连接两地的
还有绵延 1800 公里的昆曼公路，
车行 30 小时，穿越老挝的崇山峻
岭；甚至还有 2000 公里的水路，沿
着湄公河漂流5天……当然，几乎
没有人会选择这种方式。

15 年间，我早已数不清往返
于泰中之间的次数。想家时，西双
版纳便成了我的慰藉。那里的傣
族村寨、酸辣开胃的舂鸡脚，连同
空气中弥漫的湿热气息，都像极
了我的家乡泰国普吉岛。我的云
南媒体朋友常打趣道：“慕筠，你
比本地人还忙！”的确，这里的节
日多到排不过来：火把节、赛马
节、傣历新年……每逢节庆，我都
会换上泰国的传统服饰，举着手
机与屏幕另一端的家乡亲友分
享。上个月在香格里拉，藏族朋友
教我骑马驰骋草原，我则教他们
制作家乡特色的青木瓜沙拉。那
一刻，地理的距离，早已消融在这
热腾腾、闹哄哄的烟火人间里。

近 10 年来，我坚持着一个习
惯：清晨，将一碗热腾腾的云南小
锅米线分享到泰语的社交平台；
夜晚，又把曼谷街头金黄诱人的
榴莲照片传递给中国网友。有中
国粉丝留言：“原来泰国人吃米线
也加薄荷叶！”而泰国朋友则好奇
地问我：“云南的野生菌火锅，真
的会让人看见跳舞的小人吗？”你
看，食物就是如此奇妙，它像一座
无形的桥，让陌生人变成朋友，有
时仅仅隔着一双筷子、一勺热汤
的距离。

在云南，味蕾的探索远不止
于餐桌。这里“左手咖啡右手茶”
的体验，道出了当地人对这两种
饮品的偏爱。于我而言，咖啡早
已成为每日不可或缺的陪伴，幸
运的是，在这里实现“咖啡自由”
轻而易举，从不同产区到各色风
味，总能满足味觉。不久前，我还
在临沧体验了当地茶团的制作
技艺，品鉴当地有名的昔归茶。
我虽非茶道中人，但昔归茶入
口时的醇厚、回甘的持久与整

体的清爽之感，着实令
人惊艳。

如 今 ，中 泰
铁路即将贯通。或

许很快，我就能早上
在昆明街头吸溜一碗米
线，晚上便回到曼谷的夜
市大快朵颐。当钢铁巨龙

穿越雨林，银翼航班划过天
际，我们是否还会执着于追
问“泰中之间究竟有多远？”

15 年前，我以为距离
是地图上的厘米数，是

机票上的数字。如今，
我的答案早已不同：
心相近的人，再远
也是亲人。泰中的
距离根本不远！

（作者 系 东
南亚数字经济研究
员、云南省南亚东
南亚区域国际传播
中心泰籍海外传
播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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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中距离
有多远

陈慕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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