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普孟秋 美编/赵行伟 昆明新闻 7

昆明市枢纽功能的完备性与协同
性在全国城市中处于前列。昆明长水国
际机场通航 191个城市、“八出省五出
境”铁路网加速完善、“七出省五出境”
高速公路网已经成型，银昆、杭瑞、昆曼
等骨干高速公路串联国内主要经济区
与东南亚市场。这奠定了昆明作为国家
综合型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与物流
枢纽承载城市的坚实基础。

近年来，昆明市国际物流大通道建

设成效显著。2024年，作为共建“一带一
路”标志性工程的中老铁路，货运量超
过 1400万吨，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
的黄金物流通道；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货
邮吞吐量攀升至 38.56万吨，航空货运
能力持续跃升。

依托中老铁路，创新开行中老泰冷
链国际班列，积极拓展面向环印度洋地
区的跨境多式联运网络，昆明市正从传
统交通节点，加速向衔接南亚东南亚的

核心物流与供应链组织枢纽转变。
“此次获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

城市，是国家对昆明枢纽地位和发展潜
能的再次肯定。”昆明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以试点建设为契机，从推动城
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完善农村商贸流
通体系，建设生活必需品保供体系，完善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培育现代流通骨干
企业等五个方面精准发力，打造联通国
内—南亚东南亚市场的商贸流通枢纽。

跻身国家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
点城市，这张有分量的“国家名片”，
不仅是对昆明地理区位和既往商贸
成就的认可，更是在新发展格局下，
国家优化流通网络、强化供应链韧
性、深化沿边开放的重大战略落子。

试点之于昆明，核心价值在于
链接与转化。地处祖国西南门户，坐
拥四大国家物流枢纽，昆明的区位
得天独厚。试点建设的关键，在于将
通道优势转化为枢纽经济，将过路
流量转化为落地价值。对内，昆明需
依靠云南高原特色产业优势，通过
智慧化、网络化、绿色化的流通体
系，让云花、云菜、云果更高效地链
接全国大市场；对外，依托中老铁路
等国际大通道，加速推动昆明从物
流通道向集商品集散、供应链组织、
贸易规则对接于一体的区域性国际
商贸流通中心跃升，使其成为连接
中国大市场与南亚东南亚乃至环印
度洋地区的关键节点。

在昆明推进试点，还在于探索
一条“开放+惠民+绿色”的沿边流
通现代化路径。流通体系建设的根
本落脚点是惠及民生。昆明试点方
案中突出城乡全覆盖的商贸网络、
智慧高效的末端配送、坚实的生鲜
农产品保供体系，正是将流通发展
的红利直达城乡居民的“烟火日
常”。同时，在“双碳”目标下，昆明将
建设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和绿色
低碳流通模式摆在突出位置，致力
于打造“绿美春城”循环经济典范，
这将为城市如何平衡商贸繁荣与生
态友好提供示范。

通过构建高效率、强韧性、广
辐射的现代流通体系，昆明有望激
活沿边开放新潜能，促进与周边国
家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为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
劲的沿边动力，也为广大内陆和沿
边地区如何利用自身禀赋融入国
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宝贵的“昆明
方案”。

张雁群

本报讯（记者 龙舟）今年以来，嵩
明县实施便民服务中心综窗改革，在各
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将分散窗口整
合为“轻嵩智合·全链通办”和“轻嵩畅
达·民生速办”两类综窗，服务群众办事
跑动次数平均减少60%。

除保留公安窗口外，嵩明县各
镇（街道）所有窗口业务目前均纳入
综合窗口办理，改变群众办事“多头
跑”困境，累计办件 1200余件次、接受
咨询 200余件次。全县窗口总数、工作
人员均缩减 39.62%。以医保、社保等
高频业务为例，以往办理需在多个窗
口间往返，平均跑动 3至 4次；如今跑
动次数降至 1次，办理时限压缩比提
升至 65.42%。

深度挖掘空间价值，将改革后腾
出的空间转化为“政务+文化+民生”的
多元场景。嵩阳街道将空闲空间改造
成平安法治宣讲室，整合司法、街道平
安法治办、社区调解员等对群众来访

和诉求开展倾听、调解、政策法律法规
宣传解读等工作，开展平安法治服务
工作 3次，服务 13人次。杨桥街道将空
闲空间打造为“政群连心桥”，服务群
众 200余人次。杨林镇将图书室引入
便民中心，打造“办事+阅读”服务模
式，精心整理报纸、书籍 4500余册，借
阅量达 300余册。小街镇打造“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利用可视化大屏播放文
明创建宣传片，累计观看量达 800人
次，让政务服务大厅成为传播文明、凝
聚民心的重要阵地。

为巩固成效，嵩明县还建立通用素
养、专业技能双轨培训机制，推动窗口
人员向“全科服务尖兵”转变。杨桥街道
通过医保政策培训，解答群众咨询准确
率提升至95%；杨林镇建立“高峰支援、
平峰轮休”机制，确保业务日清日结。转
岗到其他部门的人员将窗口微笑服务、
首问负责等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实现

“转有岗位、干有舞台”。

本报讯（记者张雁群实习生杨梓
薰） 7月18日，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
局、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委网信
办共同召开联合打击侵害公民（消费
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工作部署会。

专项行动将直指社会反映强烈、群
众深恶痛绝的乱象，线上线下同步发
力。重点整治房地产、教育培训、金融保
险、美容健身、汽车销售、电商平台及大
型商超等行业未经同意收集、使用、泄
露、买卖个人信息及滥发商业信息行
为；重拳打击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违
规处理消费者金融信息；强力治理App
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平台责任缺失及网
络黑灰产交易信息等突出问题。对窃

取、收买、非法提供和获取个人信息等
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各部门将紧密协
作，深挖线索，确保打击有力、震慑有
效。目前共查获涉嫌侵害公民（消费者）
个人信息的信息咨询公司 21家，查处
嫌疑人 63人，刑事立案 7起、行政处罚
17人、批评教育16人，累计查获非法获
取的公民信息7000万条。

五部门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完善
跨部门协作制度，探索运用技术手段，
打造“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惩处”
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同时加强普法宣
传，曝光典型案例，提升经营者守法意
识与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推动全社
会共同尊重、保护个人信息良好氛围
的形成。

本报讯（记者张雁群通讯员陶翕
然）7月20日，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联
合乡野山菌乡村振兴产业帮扶定点工
厂正式揭牌。

寻甸县联合乡依托野山菌地方特
色资源优势，借助巴奴集团的市场渠道
和品牌赋能，构建生产、加工、销售一体
化的发展模式，建立“政府牵头+企业
主导+村集体+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
实现了企村共富共赢。

巴奴集团是国内毛肚火锅品类开
创者，在全国多地建有中央厨房和底料
加工厂，门店覆盖众多城市。其强大的
市场网络和品牌影响力，为寻甸县野山
菌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当地农

户提供可靠收入来源。
该项目体现了政府引导、企业参

与、农民受益的良性互动机制。寻甸
县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
记王洪志介绍，野山菌产业帮扶定点
工厂将整合当地野山菌资源，每年可
为农户有效增收，预计带动 200余个
就业岗位。

作为云南省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寻
甸联合乡巴奴野山菌产业帮扶定点工
厂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借鉴。未
来三年，项目有望带动当地野山菌种植
面积扩大 30%以上、年产值超过 5000
万元，推动当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昆速览

昆明五部门严打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

嵩明县推进便民服务中心综窗改革

寻甸联合乡野山菌产业帮扶定点工厂揭牌

昆明入选全国第二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

发展融合业态 增强产业支撑
本报记者张雁群

商务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公布

《2025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

单》，昆明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20个试

点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旨

在构建“城乡融合、辐射力强、供应韧性

良好”的国家级战略项目，这为昆明市加

速建设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商

贸流通中心注入强劲动能。

作为中国唯一集商贸服务型、陆港

型、陆上边境口岸型、空港型四大国家物

流枢纽于一体的城市，昆明市依托其独

特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以省内引领、

内外联动，发展“商贸+”融合业态、打造

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商贸流通

中心城市为总体定位，构建“一枢纽、三

个关键节点”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为畅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强劲动能。

站 在 新 的 起 点 ，昆 明 市 锚 定
“3815”战略发展目标，围绕“六个春
城”建设目标，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
平安全，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立足昆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
市建设实际，打造联通国内—南亚东
南亚市场的西部商贸流通枢纽，完善
商贸集散农产品、流通保供国际中转
集散、西部地区供应链组织协同“一个
枢纽、三个关键节点”，全面提升流通
效率与辐射能级。

依托沿边口岸、跨境铁路（公路）、
开放平台，发挥联通国内市场和南亚东
南亚市场的商贸、旅游中转优势，昆明
市整合特色产业、民族文化、特色旅游
等消费资源，加快健全城乡流通体系，
建设服务两大市场的核心枢纽。

在此过程中，建设商贸集散“三个
关键节点”成为支撑。

农产品流通保供国际中转集散节
点。聚焦东南亚粮食、水果、水产、肉
类、香料、中药材及云南优势农产品

（蔬菜、水果、花卉、茶叶、咖啡）的
规模化集散需求，利用中

老泰铁路等国际大通
道及昆明国际陆港、

长水机场、安宁公路
港，打造国际农产品中转集散

中心。
西部地区供应链组织协同节

点。发挥昆明引领作用，推动全省供
应链数字化转型，促进设施设备衔
接、数据交互与资源协同共享，优化
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完善贸
易结算、金融创新、商务服务，打造

区域供应链组织协同中心。
西部地区再生资源回收集散节

点。以“互联网+回收”为支撑，整合优
化现有回收网络，重点回收废旧家电
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完善回收体系，
建设辐射全国的西部地区再生资源
集散中心。

随着试点建设深入推进，昆明市
正从开放末梢迈向辐射前沿，从物流
通道升级为商贸枢纽。昆明市商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昆明市将始终秉持

“生态是底色、惠民是根本、流通是基
础、商贸是引擎、发展是目标”的理念，
把昆明市建设成为引领全
省、通联全国、辐射南
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
际商贸流通中心
城市。

聚合枢纽能量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培育优势产业 筑牢商贸流通根基

“亚洲花都”冠绝全国，“云品”出滇
链动全国……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与
资源优势，昆明市优势特色产业蓬勃发
展，为商贸流通构筑强健的根基。2024
年，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鲜切花
交易量达141.76亿枝，交易额115.74亿
元，交易量占全国约 70%，稳居全国花
卉流通“心脏”地位，云花品牌价值持续
提升。

昆明市还是蔬果、茶叶、咖啡、坚
果、中药材、生猪、肉牛的国际商贸集散
中心、生鲜品冷链转运中心。全市拥有
27个农产品批发市场、309个农贸市
场，“花、菜、菌、果”等特色大宗农产品

流通实现提质扩面，构建起高效连接省
内生产基地与全国各地消费市场的流
通网络，成为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重
要农产品集散与供应链中心。

建设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昆
明市正打造独具魅力的消费引力场。消
费新业态、新场景蓬勃涌现：“春赏花、
夏吃菌、秋看枫叶、冬观鸥”的四季特色
消费 IP深入人心；南强街巷、昆明老街
等“夜经济”地标持续火爆；大观篆新农
贸市场等“网红市集”吸引全国游客打
卡；“冰雪春城”轿子雪山旅游热度攀
升；“公园1903”等新型商圈活力迸发。1
条国家级、5条省级示范步行街，10个

县级商贸综合体，以及 100%覆盖的乡
镇商贸中心和村级便民商店，共同织就
了高效协同、层次丰富的城乡商贸服务
网络。

产业支撑同样有力。依托“8+N”产
业链体系，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先进
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快速发展，为商贸
流通提供了丰富的“昆明制造”货源，增
强了对外辐射的产业支撑力。2024年，
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1534.2亿元，
特别是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覆盖中国 31
个省（区、市）及19个国家和地区，商品
种类达 3000余类，面向南亚东南亚市
场的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提升区域辐射能级 打造西部商贸流通枢纽

春城观察

流通变革
正当其时

本报讯（记者 王琼梅）记者日前
从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获悉，2023年 7月，阳宗海风景区启动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整改提升项目，历时
2年，投入资金超4亿元，实施200余项
提升措施、80余项重点项目，通过业态
升级、设施完善、服务优化等一系列举
措，度假区整体品质显著提升。目前，各
项目正在加速收尾。

基础设施方面，建成 40公里环湖
绿道系统，升级海滨大道、棕榈大道两
条景观廊道，配套500余辆共享交通工
具及 20个骑行驿站，形成便捷的慢行
交通网络。新建4个智慧停车场、7座旅
游公厕、4个游客驿站；更新旅游标识
系统312处；建成三级游客服务体系并
上线“阳宗海智慧旅游”小程序。

聚焦业态升级，度假区引入丹麦
顶级户外品牌 Nordisk Village，打造
亚洲唯一“大白熊村落”；新增帆船、
桨板等水上运动项目；培育玫瑰之

家、拾光公路创意市集、风筝基地等
新业态；推动工业旅游转型，打造电
厂研学旅游产品；升级“温泉水公园”
为“山海水世界”，丰富游客水乐狂欢
体验；举办户外嘉年华、草坪音乐节、
十公里精英赛等活动赛事；建成施家
咀网红沙滩、S弯等新度假景点。吸引
一批高品质住宿项目落户，目前度假
区拥有酒店 27家客房 1270间。同时，
成立阳宗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
办公室及昆明阳宗海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组建 400余人的专业化管
理服务团队，全面提升服务品质和服
务技能，建立游客投诉快速响应机
制，保障游客权益。

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阳宗海
度假区接待游客103万人次，较整改前
增长53.6%；实现旅游收入10.41亿元，
较整改前增长42.8%。经对照《旅游度假
区等级评价细则》逐项自评自验，阳宗
海风景区已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标准。

阳宗海度假区提质升级成效显著

帆船俱乐部在训练帆船俱乐部在训练。。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姜韬姜韬摄摄

国际贸易企业聚集园区国际贸易企业聚集园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陈飞陈飞摄摄

磨憨站磨憨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高吴双高吴双摄摄

本报讯（记者熊明）近日，昆明市
城市管理局举办2025年度城市管理执
法培训。

此次培训对象包括昆明市城市管
理局有关处室人员，以及各县（市、
区）、滇中新区、各开发（度假）区、自贸
试验（经济合作）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
相关领导、科室负责人与执法骨干。培
训内容涵盖整治城管执法不规范问
题、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诉

讼理论案例解析、“721工作法”实地观
摩等。

此次培训旨在贯彻落实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精神，夯实执法队伍职业
素养，提高一线执法办案水平，促进
昆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规范化建
设。通过培训，全市执法人员将进一
步掌握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优
化执法方式，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城
市管理服务。

昆明市举办城市管理执法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