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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头观潮

追梦人

“耐心又温柔，张老师她哪儿
都好。”这是五年级学生陈妍如对
张玮琳的评价。

张玮琳是一名青少年户外安
全教育老师，看似温柔内敛的外表
下，有一颗激情有闯劲儿的内心。

“我想让更多人参与户外运
动，因此，我要把这份工作用力做
好。”这是张玮琳的梦想，实在，却
不简单。

有 6年多户外运动相关工作
经验的她，从未有过犹豫、动摇，哪
怕如她所说，这并不是能“挣钱”的
工作。

上大学时，张玮琳就加入定向
越野校队。2012年，张玮琳经过选
拔后进入省队，代表云南省赴天津
市参加全国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

渐渐地，拥抱自然、挑战自己、
勇往直前、释放真我，这些户外运
动关键词，让张玮琳发现，自己对
户外运动的喜爱之情愈来愈浓烈。

“我非常热爱户外运动，以至
于大学一毕业，我就毫不犹豫地扎
进户外运动中。”学习会计专业的
张玮琳，毕业后一直从事户外运
动。积累经验后，她和一群同样喜
爱户外运动的年轻人，一起创建了
属于他们自己的梦想基地——云
南擎苍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他们开始了主要面对青少年
开展的户外安全教育工作。张玮琳
也开始用脚步丈量自己的梦想。

“创业”这两个字，就像浑身长
刺却发亮的星星，让无数人心生向
往，也让无数人望而却步。

张玮琳和伙伴们的创业热情
才开始不久，就被倾盆而下的冷

水浇湿。“我们多数都是 90后，刚
毕业不久也没有太多钱，所以，资
金周转困难、创业思路单一、团队
组建的局限等问题超出了我们的
想象。”

“遇到困难就解决困难，压力
过大就释放压力。”张玮琳和她的
伙伴们积极向同在创业的朋友交
流请教，主动作为，整合资源，开拓
思路，创新发展。

“老师怎么捕鱼？”“斧子怎么
做？”“怎么打孔呀？”“绳子和锅
呢 ？”“ 老 师 您 看 我 做 得 对
吗？”……此起彼伏的询问声如同
3D环绕音效一般，从四面八方袭
来，这是张玮琳的上课日常。

每个学生都像一本《十万个为
什么》，但张玮琳从未觉得心烦。

“我想做的就是解决他们的问题，
把他们小脑袋里的问号一个个‘弹
飞’。”张玮琳边说边笑，开心得像
个孩子。

在中小学校园里，张玮琳教授
的课“多且杂”，包括团队精神与领
导才能、美国环保LNT课程、户外
装备知识、地图与指北针、安全措
施与野外医学急救、食物准备与处
理、攀岩体验、打绳结等校内课程，
还有野营、徒步、漂流、探洞等野外
实践课程。

“张老师会的东西太多了，我
们所有同学每次上课都很认真。”
这是学生们喜欢她的重要原因。而
对张玮琳来说，想让更多人走进户
外运动、了解户外运动相关知识，
这是坚持梦想的重要理由。

本报记者李吒张若谷
韩成圆文/图

户外安全教育老师张玮琳：

学生爱戴的师长

音乐悠扬、茶香弥漫。4月11
日，2019年云南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圆升泰杯”中华茶艺大赛在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开赛。

本次比赛由云南省教育厅、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主办，云南旅游职业学院承办。

当天，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
院、云南旅游职业学院等 12所
院校的 33队选手品茗论道，同
台竞技。

赛事相关负责人介绍，希望
通过此次中华茶艺大赛，弘扬我
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将“绿色、
健康、和谐”的茶文化精神融入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中，提升高职院
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团队合作精
神，展示高职学生的创新能力。同
时，积极推进高职院校与企业深

入合作，探索培养茶艺高技能人
才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现场，选手们温杯烫壶，柔声
讲解，配合着独特的布景、优美的
舞姿，将传统茶文化之美展现得
淋漓尽致。民族茶、文士茶、调饮
茶、花茶……各类展示充分诠释
了茶文化的独特、多元。

“我今天茶艺展示的主题
是‘拈花一笑’，利用莲花等布
景突出禅意。”来自玉溪农业职
业技术学院的周芳介绍。今年
刚满 20岁的她，是农产品检测
专业的学生。因为喜欢茶，向往
茶文化，她利用课余时间报名
参加了校内的茶艺培训，取得
了中级茶艺师证。“这次参赛切
磋技艺的同时，认识了不少爱
茶的新朋友，很有收获。”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大二学生
倪少来自普洱，家人世代都和茶
打交道。受此影响，他也从小与茶
为伴。比赛当天，他在茶台上装饰
了芭蕉叶，选择了布朗族特色土
碗等作为茶具，还邀请了自己的
姐姐现场表演布朗族舞蹈。他希
望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也希望
借此平台向更多人展示布朗族民
族茶文化。

倪少说，学习茶艺，增进对茶
文化了解的同时，也学到一项新
的就业技能。“听说不少职业院校
现在都设有茶艺社团和相关培
训，很受同学欢迎。我的专业是财
务管理，以后不仅想继续钻研茶
艺，还想多研究茶产业的学问。”
倪少认真地说。

本报记者韩成圆文/图

本报讯（记者韩成圆）“7月，
捷克穆夏展览将在我们这里展出，
值得期待。”4月11日，云南省博物
馆副馆长韦坚介绍，近年来，云南
省博物馆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积极
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并取得一
定成效。

云南省博物馆从法国、意大
利、比利时等国家引进世界一流的
艺术展览，同时，将省博物馆内文
物借至美国、德国、法国、瑞士、日
本等国展出，并与越南国家历史博

物馆签订《合作备忘录》，达成了一
系列重要的合作意向。

2018年6月以来，云南省博物
馆先后迎来“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
心、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
展”暨“2018 年云南—法国文化
周”和“法兰西的雄鹰—拿破仑文
物（中国）巡回展览”，受到观众好
评。韦坚认为，通过博物馆开展国
际文化交流，能为公众普及相关知
识，也能方便观众以较低成本近距
离欣赏异国之美。

开放快报

省博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

据越通社报道，4月10日至13
日，2019年越南国际贸易博览会
在河内市举办。

本次博览会吸引来自23个国
家和地区的500家企业参展，共设
展位 600间，展示机械设备、辅助
工业、电子、消费电子、食品、饮料、
消费品等多种多样的高质量产品。
来自阿尔及利亚、古巴、韩国、印度

尼西亚、中国、尼泊尔、老挝、蒙古、
柬埔寨、波兰、俄罗斯等国家和地
区的参展商，还将在国际展区展示
投资合作、出口、技术转让等项目。

据悉，越南国际贸易博览会自
1991首开以来已连续举办 28届，
成为对越南工贸行业具有重要意
义的规模最大的贸促活动之一。

本报记者 舒文整理

2019年越南国际贸易博览会在河内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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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论道 比拼技能

瞭望

柬埔寨计划5年兴建或修复6个机场
据柬埔寨《高棉日报》报道，柬

埔寨民航国务秘书处发言人、技术
总局副局长辛占西里威塔日前透
露，柬埔寨王国政府计划未来5年
兴建或修复至少6个机场。

辛占西里威塔说，即将兴建
或修复的 6个机场分别是金边市
新机场、暹粒省新机场、国公省七
星海新机场、王家军市机场、卜迭
棉芷省波比市机场，以及东北省
的机场。

2018年柬埔寨民航取得强劲

增长，共接受超过 10万次的航班
起降，迎来 1050万人次的航空旅
客，以及 7万吨货物。辛占西里威
塔说，柬埔寨需要兴建新的机场和
修复旧机场，以满足旅客和货运需
求，同时还要更新航飞管理系统，
让其更现代化。他表示，机场计划
需要政府与私人业界合作，推动并
支持柬埔寨国家经济长期发展、提
高国内外货物与旅客航空运输竞
争力。

本报记者 舒文整理

“不论从国家层面、省级层面
来看，还是从本次大会举办地德宏
来看，营商环境都是越变越好，现
在就是回乡投资兴业的大好时
机。”澳门云南同乡联谊互助会会
长石云感慨不已。

石云祖籍普洱，1994年到澳门
打拼至今，她对云南的乡愁，从来
没有淡过。“每一次同乡联谊会，都
是一次凝聚共识的大会。华人、华
侨和港澳台同胞都通过这个平台

进一步加深对家乡云南和举办地
的认知。”石云说，她把大部分产业
都放在了云南，所以每年的大部分
时间都在云南度过。

石云认为，新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是个重大利
好，它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保
护外商合法权益，推动形成全面开
放新格局，为云南同乡回乡兴业保
驾护航。

石云特别关注云南8大重点产

业发展以及全省打造“三张牌”的情
况。她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云南优美的生态环境就是招商引资
的前提和基础。今年云南省的《政府
工作报告》把 2019年定为“营商环
境提升年”，将实现负面清单之外

“零门槛”、收费清单之外“零收费”、
对企业服务“零距离”、对侵权行为

“零容忍”。这对有意来滇投资的客
商来说，就是最好的“邀请函”。

云南是第五大侨乡，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有着突出的地缘情缘优
势。而德宏是中缅经济走廊的重要
节点，目前正着力打造中缅信息产
业合作高地和中缅跨境电商交流交
易平台，积极参与建设中国（云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此，石云表示，
未来将把目光放到德宏，在这片沃
土上实现事业的新发展。她也呼吁
华人、华侨和海外侨胞，把握历史机
遇，关心和投资云南，积极参与中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这段时间，我们正在紧张筹
备即将在 5月份举行的‘2019云南
国际旅游智慧主题大会’。这个大
会将进一步扩大云南的‘旅游朋友
圈’。”中国旅游研究院昆明分院暨
云南省旅游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蒙
睿说，近年来，云南旅游的对外交
流变得越来越多，国际“朋友圈”随
之扩大。

3月中旬至下旬，资深旅游规
划人员、知名旅游达人探访了柬埔
寨金边、老挝万象、缅甸仰光、马来
西亚古晋南、尼泊尔博克拉 5座城
市，与对象国旅游部门就项目投资、
人才培养、客源互送等问题进行了
交流，为接下来的合作打下基础。

“类似的活动很多。去年底，我
们牵头组织了专家、高校代表、旅
游企业和协会代表前往澜沧江—
湄公河上游的西藏自治区、青海省
以及下游的老挝、泰国、缅甸等地
的旅游城市进行调研。今年 2月，
我们参与了在老挝举行的湄公河
次区域国家可持续旅游发展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研讨班。”
蒙睿说，澜湄旅游城市合作联盟的
工作正在推进，各类调研、研讨、考
察、交流等活动有助于云南联合新
老朋友，促进民心相通，共享旅游
红利。

今年 5月 21日，“2019云南国
际旅游智慧主题大会”将在昆明举
行。会上，将介绍“数字云南”建设有
关情况，分享智慧旅游前沿趋势和
成功案例，发布世界智慧旅游领先
成果等。人们期待着，云南的“旅游
朋友圈”不断扩大。

本报记者李恒强

德宏 给世界云南同乡一个惊喜
——第10届世界云南同乡联谊大会侧记

本报记者李恒强张莹琳文/图

4 月 11 日 ，以“相约彩云
南——走进魅力德宏、共谋开放发
展”为主题的第10届世界云南同乡
联谊大会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芒市举行。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余名云南同乡代表和特邀嘉宾
相聚德宏，畅叙乡情，共话家乡发
展。世界云南同乡联谊大会于
1999年在昆明首次举办，之后每
两年召开一次。20年间，大会已成
为云南与海外同乡交流的盛会。

德宏，拥有民族文化绚丽、生物
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优美以及地理
区位独特等优势。第10届世界云南
同乡联谊大会在德宏举办，让世界
各地的华人、华侨把目光齐聚这里。
大家惊喜地发现：如今看到的德宏
和记忆中的样子有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更加开放”“团结”“充满活力”
是今日德宏的新魅力。他们表示，未
来将与德宏共享开放发展的新机
遇、共绘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尚兴玺：铁路，将推动中缅经济走廊建设

“1999年，我参加了在昆明召
开的第一届世界云南同乡联谊大
会，以后几乎每一届都来，可以说
是这个大会的老朋友了。”缅甸曼
德勒云南同乡会会长尚兴玺说，大
会提供了世界云南同乡交流、感知
云南变化的重要平台，旅居世界各
地的同乡也成了外界了解云南的
重要纽带。

20年间，尚兴玺见证了云南
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基础设施建
设的不断完善。“我第一次从北京
坐高铁到天津，速度快得想不
到！”尚兴玺特别关注铁路建设，
他认为大瑞铁路和木姐—曼德勒
铁路的建设对中缅经济走廊建设
有推动作用，速度的提高缩短了
旅程，有利于促进人流、物流、资

金流加速流动。
“瑞丽市对面的缅甸木姐口

岸发展迅速，而一旦木姐—曼德
勒铁路建设起来，我们生产的水
泥就会供不应求。”尚兴玺的企业
主要生产水泥和白糖，他对自己
企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认为，
企业发展了，对中缅两国的合作
也有积极意义。

“促进中缅友好交流是我的奋
斗目标。”作为缅甸曼德勒云华师
范学院的董事长，尚兴玺认为建立
这个学院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一件
事。“很多学生毕业后都找到了心
仪的工作，现在不少人争着要到我
们学校就读。”尚兴玺说，他会在
促进“胞波”友谊和做好华文教育
这条路上一直前行。

王根深：民族文化，为交流合作搭建桥梁

台湾根深企业集团董事长、桃
园云南商业协会理事长王根深到
德宏是 30多年前的事，如今，他用

“蜕变”二字形容这个美丽的地方。
他说：“德宏的基础设施特别

是公路网点以及城市面貌都与过
去大不一样。”而最让他印象深刻
的是，德宏的年轻人有思想、有追
求、有风度，这代表了一个地方的
活力。王根深认为，随着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未来高铁的修通，

还有年轻人不断创业创新，可以预
见，未来德宏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
位优势将更加明显。

“在台湾做傣味和景颇菜，很
多时候都是自己摸索。此行，来到
这些菜的家乡，我觉得收获很大，
学到了精髓。”王根深在台湾拥有

“七彩云南”“云滇”“阿美米干”“版
纳傣味”等富有云南特色的餐饮品
牌。从民族色彩到云南非遗，从动
物元素到特色歌舞，他将云南不同

州市的风格和魅力融入到了 13家
餐厅的装修、设计和运营中。

“做餐饮，不一定要做第一，但
一定要做到‘唯一’。而我们的‘唯
一’就是云南特色。”王根深祖籍云
南腾冲，在他看来，云南故事与云
南少数民族元素的双重“加料”，是
他的企业备受欢迎的最大原因。餐
厅里，过桥米线、豌豆粉、破酥包、大
薄片等小吃是食客们的必点美味。

王根深还组建了一个 50人规

模的表演团，在餐厅里表演傣、景
颇和傈僳等民族的歌舞，很多家店
在“脸书”和YouTube上都成了“网
红”。“有了文化底蕴，食物才具有

‘生命力’。”此行，王根深对迎宾晚
会的节目格外有研究。他说，这给
我对餐厅表演的歌舞编排有了新
启发。

“德宏发展迅速，下一次再到
这里时它会是什么样子，对此我满
怀憧憬。”王根深笑着说。

石云：营商环境变好，正是回乡兴业时

交流

云南扩大
“旅游朋友圈”

张玮琳教学生打绳结张玮琳教学生打绳结

参会人员考察口岸参会人员考察口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