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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农亦旅 农业园区玩场多

以工业园区为样板 打造农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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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梦人

昆明梁王山现代农业公园占地
104平方公里，其中1万余亩土地是
昆明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企业
名义整体租赁流转而来，涉及脚步
哨村和北斗村。

土地流转后，村民们解放了劳
力，有了新工作，收入明显增加。脚
步哨村民委员会主任蒋自周介绍，
自 2017年项目入驻后，村里 200余
户人家几乎都有流转土地。如今，
全村人均年收入从 1.2万元左右增
加到了 2万元。过去，摩托车和小
卡车是很多农户家的主要交通运
输工具；现在，85%的村民拥有了
私家轿车。

而对于农业企业来说，园区解

决了他们最基础的问题——用地，
企业可以从园区直接租赁手续完
备、集中连片、基础设施完善的土
地。这既降低了土地流转的难度和
不确定性，也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有着 17年鲜花行业经验的云
南鑫海花艺有限公司，正愁发展
规模化种植难找土地的时候，“遇
到”了农业公园，他们毫不犹豫地
入驻了。

“放心”是公司种植技术负责人
徐文涛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告诉
记者，以前公司在省内也种植玫瑰
花，但始终不能实现规模种植。这次
公司计划在园区内开拓 1000亩食
用玫瑰种植和加工基地，投资巨大。

徐文涛说，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不是遇到了这样的创新模式，
传统的土地流转和使用将给公司带
来巨大的风险。

徐文涛介绍，昆明梁王山现代
农业公园拥有 1230米左右的海拔
和无污染的生态环境，是他们引进
的品种“中国红”的最佳种植基地。
该园区还为企业提供了现成的土
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目前，经
过近一年的培育，鑫海花艺的玫瑰
已经有几十厘米高，层层叠叠的梯
田从观景点一直延伸到山脚的水库
边，十分壮观。

接下来，企业将在园区建设加
工设施，生产玫瑰花深加工产品。从

大棚种植到帮带农户、再到形成产
业化，徐文涛说，这不仅是公司产业
升级的新突破，也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一个趋势。“要形成竞争优势，必
须要走规模化种植路线，而农业园
区正好提供了生产、研发和销售平
台，将玫瑰产业优势集中发挥。”

昆明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晶认为，产业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重中之重，而现代农业园区
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载体和平台。
受工业园区的启发打造农业园区，
是将土地要素有效整合、降低民营
资本投资风险、保障农民收益、增
加区域就业、改善乡村风貌的市场
化手段。

初夏，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境内的石斛花争相盛放，绰约
多姿。

兰科中的石斛被称作“中华九
大仙草”之首，具有较高的药用价
值。全国分布 114种，而德宏州就
有56种，其中，以云南铜壁关省级
自然保护区居多，占全国的49%。

在自然环境中，石斛一般生于
溪涧附近、茂林之下，部分附生于树
干之上，年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
的地区。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内
良好的水热条件，极佳的气候，为石
斛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目前，德宏州将 56种石斛的
主要分布地全部划入云南铜壁

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公益林进行
就地保护。图为迁地保护单位之
一——瑞丽市岭瑞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干邦亚石斛种质资源库正在
进行鼓槌石斛花采摘，该地目前
搜集国内外石斛种源300余种。

本报记者王欢
通讯员 龚强帮 杨洪斌文/图

“中柬联合打造的史诗舞剧
《吴哥的微笑》正是文明交流互鉴
的例证。”这几天，柬埔寨朋友因
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而重新“发
现”《吴哥的微笑》之美——美美
与共。

《吴哥的微笑》在暹粒上演 9
年，演出近 4000场次，5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200万人次的游客观
看演出，该节目在柬埔寨演艺市
场连续9年排名第一。

《吴哥的微笑》项目的中国运
营方、柬埔寨暹粒演艺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戴锡宝介绍，这是由
中柬艺术家共同参与创作的一个
剧目，内容、情节、音乐、舞蹈、服
装、道具采用原汁原味的柬埔寨
元素，融入了宾博音乐、搏格道武
术、仙女舞、孔雀舞、湿婆舞等柬
埔寨文化艺术的精髓，着力于对
辉煌吴哥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

柬埔寨暹粒演艺投资有限公
司现有职员 200余人，其中柬埔
寨员工达170多人。“柬埔寨员工
白天大多从事其他工作，晚上参
加演出，演出收入占日常收入的
一半以上。”戴锡宝介绍，公司评

选“优秀”都以柬埔寨员工为主。
每逢中国文化交流活动，柬埔寨
员工踊跃报名参加，因为他们非
常乐意到中国学习和交流。

2020年随着中柬文化创意
园的建成，公司将推出升级版《吴
哥的微笑》。戴锡宝说：“在世界文
明的百花园里，观众对这个剧目
的认可和喜爱实际上是对美美与
共的喝彩。”

云南日报驻金边记者
禹江宁 文/图

再品《吴哥的微笑》之美

当北京正在共话亚洲文明交
流互鉴的时候，云南人与他们的
邻居聊起了老挝啤酒。

昆明市民张先生就是从啤酒
开始了解老挝的，“有一天，我身
边一个喜欢收藏啤酒的朋友告诉
我，亚洲最好的啤酒之一，就是老
挝生产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老
挝啤酒。”

张先生后来有机会到了老
挝，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不论是
在湄公河畔的小酒吧、在琅勃拉
邦古老的街道上、在万荣清澈的
河边，还是忙碌之余在路边的餐
厅坐下，都会习惯性地叫上一杯
BeerLao（译为：老挝啤酒），可以
说，一杯老挝啤酒奠定了他对那
个美丽国家最初的情感基础。

一杯酒，一个故事，一段情
缘，老挝啤酒俨然成为“主角”。

信赛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挝
人。他说，在老挝，不论是老挝人
还是中国人，只要一提到去喝啤
酒，大家一定会选择老挝啤酒。

“我在一家中老合资公司工

作，有不少中国同事。辛苦之余，
我们偶尔会聚餐，中国同事喝了
老挝啤酒之后都说好，这让我感
到很自豪。”信赛发现，如今在老
挝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中国企业的
身影，而并肩工作的老中员工在
聚餐时，都会在老挝啤酒的清甜
中共享朋友情。

目前在云南昆明留学的老挝
留学生苏哲谈告诉记者，文化有时
就流淌在生活中这些繁琐而细微
的环节，“开瓶、干杯，有一种啤酒
叫BeerLao，有一种情谊叫兄弟。”

本报记者 覃雪丹

一杯“老啤”拉近心的距离

在云南大学校园里，有一支
The funny乐队。这几天，他们刚
参加完一场 5国朋友的聚会，通
过音乐与各国朋友进行文化交
流。“我们就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
的行动者。”他们在昆明为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点赞。

The funny 乐队由 5 名老挝
留学生组成，阿文担任乐队队长。
乐队成立 4年来一直非常活跃，
在留学生文化交流周、在学校、在
老挝驻昆总领馆的各类活动现
场，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每次乐队演出后，热情的
观众总会走上舞台要求与乐队
成员合影。他说：“其实音乐是
个很好的媒介，我们通过音乐
向朋友们介绍老挝的传统文
化，同时也接触到来自不同文
化背景的朋友。”

乐队成员李振强特别记得
2017年乐队受邀参加云南省首
届国际留学生文化交流周活动的
情景。“活动中我不仅感受到云南
多彩的民族文化，还交到了很多
朋友，现在我们也会经常坐在一
起，交流各自国家的文化。”大家
用音乐交流，并借此认识更广阔
的世界，了解到多彩的文明。

本报记者 姚程程 文/图

老语乐队乐在文化交流

165厘米高的个子、55公斤的
体重，这削瘦的身体，每次救援时
却背负起 20多公斤的装备，在密
林中艰难穿梭，带给遇险者生的希
望……他就是林才喜，云南山地救
援队队长。大家都喜欢叫他喜子。

中国登山协会第六届户外运动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登山协会中级
户外指导员、云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
会理事、云南省山地救援队队长……
今年30岁的喜子有很多头衔，这些
头衔无一例外都是实力的证明。

4月17日，我们见到了喜子，他
正在模拟训练救援。戴着眼镜的
他看起来斯斯文文，但顺着绳子爬
到了 5米高的空中，将“遇险者”救
了下来。举手投足间，一股精干劲
儿显露无疑。

喜子介绍，在云南省山地救援
专委会主任胡文琨的带领下，救援
队愈发壮大。4月14日，来自社会各
界的近 30名新队员通过考核项目
加入了救援队。目前，全队有近 60
名队员。

他们每个人都是自愿加入到救
援行动中，并用各自的专长为救援
工作发挥光和热。喜子的专业是户
外运动登山，所以他被安排到先遣
组，负责搜寻遇险者。队里还有医疗
组，有 IT精英组成的技术组等。

“有了‘新鲜血液’的加入，救援
队的分组将更明确，流程将更清晰，
未来可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训练。”喜
子说。近年来，随着登山、越野马拉
松、攀岩、速降、露营等户外运动的
兴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这

些项目中。而在户外，难免会遇到不
可控的意外，喜子和队友们总是不
惧艰险来到遇险者身边，为他们提
供帮助。至今已救过30多人。

喜子说：“每次救人，心情是忐
忑的，担心遇险者出现意外，或是
救援失败。而每次救助成功，都会
非常有成就感。”他形容救援就是
和死神赛跑。为此，平时的训练以
及救援队的合作非常重要。

“不论是参加救援活动，还是
参与国内外组织的救援交流会、培
训会，我都努力学习新技能，并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
人。也希望自己在救援的道路上不
忘初心、勇往直前。”喜子对工作、
对生活的激情溢于言表。

本报记者冯雅昕李恒强

“我们是文明交流长河中的
‘一粒沙’，虽然力量微薄，但是只
要大家努力，就能够打通地域的
阻隔，促进中柬两国的民心相通。
建设中柬命运共同体是历史的必
然趋势，我认为这个工作很有意
义！这几天，关注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我们对未来的中柬交流合作
更加有信心。”金边中国文化中心
主任全彦刚说道。

数千年来，中柬两国文明跨
越崇山峻岭，不断往来、互学互
鉴，搭建起共同发展的民心桥梁，
筑牢两国友好交流的情感基础。

2016年 10月 13日，正在柬
埔寨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和柬埔寨首相洪森共
同为金边中国文化中心揭牌。文
化中心成立以来，已举办了文艺
演出、书画图片展、文化讲堂、文
艺研讨会、图书推介、民族民间艺
术交流、青年联欢等多场文化活
动，深受中柬两国民众的欢迎。

位于金边市堆谷区的中国文
化中心内设有华文学校、图书阅览

室、舞蹈训练室、武术教室、茶文化
体验中心等。

“这几年，中柬两国文化交流
频繁，从官方到民间全方位的交
流互动，因此，我们除了在文化中
心开展活动，还时常走进当地的
学校、社区、军营进行文化交流。
2018年是中柬建交60周年，从年
初到年底，中柬系列文化活动非
常丰富，不断有中柬两国文艺团
体互访，中心的各类活动也安排
得满满当当。”全彦刚介绍。

来自北京、天津、江苏、山东
等中国各个省区市的多家文艺团
体接连访问柬埔寨，带来的歌舞
表演、书法绘画、民间艺术、文创
产品让柬埔寨观众目不暇接。多
次参加活动的金边王家大学学生
冯塞莫于说：“文化中心安排的活
动内容新颖、形式多样，而且来自
中国不同地区，展现了中国丰富
多彩的文化，让柬埔寨更加全面
地了解中国，更加深入地认识中
国的现状。”

云南日报驻金边记者 禹江宁

做文明交流长河中的“一粒沙”

聚焦亚洲文明对话大会70年云来商往情浓——相约商洽会

探访新型农业公园昆明梁王山现代农业公园——

“现代”魅力在哪里？
本报记者王欢储东华张若谷李文君/文 张若谷/图

4月中旬，暮春时节，昆明梁王

山现代农业公园的观景台正在施

工，游客玻璃栈道已基本成型。从游

客服务中心远眺出去，食用玫瑰、苹

果、洛阳牡丹种植区一望无垠，幼苗

长势正旺。

这个位于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

区内的新型农业公园，是昆明农业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探索农业园区开

发新模式的新实践。

我们对园区的“现代”二字格外

好奇。在昆明梁王山现代农业公园，

“现代”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亦农亦旅的全要素模式是现代
农业园区满足消费新需求、满足旅
游转型升级中全域旅游发展新要求
的新模式。

昆明梁王山现代农业公园在
“公园”二字上下功夫。以“一山观四
海、万亩大田园”规划建设，打造高
原特色农业示范区和生态休闲、乡
村旅游的体验区。

“明年这里就是一片花海。”徐文
涛说，4至11月是玫瑰的采摘期，第
一年每亩产量300至400公斤。第二
年就可以达到1吨，可以长期生长。
这不仅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也一定
会成为园区的一道风景线。采摘期间
整个种植区还需要雇佣100多个工

人，将为当地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
“公园的‘现代’魅力持续提

升。”昆明梁王山现代农业公园项目
负责人王强介绍，他们的主要招商
目标是在业内有知名度的休闲农业
企业和农旅结合的体验性项目。目
前，除了云南本地企业入驻，还有来
自广东、四川、河南的种子培育、鲜
花、文创等企业入驻，另外，数十家
企业正在积极洽谈，其中不乏康养
和大健康类别的企业。

“文创公司旨在充分挖掘‘梁
王’文化，通过农业与诗和远方的
牵手，开拓发展新空间。”王强说，
昆明梁王山现代农业公园打好

“农”字牌、念好“商”字经，以工业

园区的模式发展农业产业园区，已
成为乡村振兴的一块试验田。

“富民‘国色岛’国家高原云果农
业示范区，是现代农业园区的升级
版。”黄晶介绍，在昆明梁王山现代农
业公园的基础上，昆明农业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总结经验、继续探索，将以

“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两张
牌为依托，牵手富民建设“国色岛”国
家高原云果农业示范区。

“现代农业园区升级版”的目标
是，建成以云果为主题，以庄园为特
色，以“高原特色农业+云销售”为
基础，展销绿色水果，开展科技之
旅、生态之旅、大健康文化之旅活动
的农业景观园区。

黄晶说，园区以“前店后厂”的
概念规划，正在修建的招商展示中
心将成为入驻企业展示洽谈的平
台，并拥有独立的展示区域。

富民“国色岛”国家高原云果农
业示范区负责人介绍，入驻园区必
须是优质品牌的水果种植户和生产
商。园区预计 2020年投入使用，计
划先推出云南的精品水果，中长期
的目标是吸引南亚东南亚及世界各
地的水果商合作共赢。

今年5月底，2019中国·富民杨
梅文化节将在富民“国色岛”国家高
原云果农业示范区拉开帷幕。四方游
客将欢聚云果会客厅，共享杨梅盛
宴，体验农业园区的“现代”魅力。

林才喜：有一种登山叫救援

商洽会问询台

＞ 故事

农业公园种植区农业公园种植区

问：2019商洽会在展馆设
置等方面有哪些亮点？

答：2019年商洽会带来的数
字经济以及5G网络技术体验将更
丰富，展会筹备坚持“少设板、多设
屏”原则，提升数字化水平。据悉，

“一带一路”投资合作馆、绿色能源
馆、森林生态产品馆和数字云南展
区将首次登上商洽会的舞台。其
中，数字云南展区将展示“一部手
机游云南”“一部手机办事通”“一
部手机云品荟”等“一部手机”系
列成果，并提供5G网络体验。

另外，本届商洽会购票和入
场体验将更优。相关部门优化门
禁闸机，实现智能手机电子票验
票，可使用手机二维码扫码入场。
同时，各方可通过商洽会官网、商
洽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
多种平台进行网络购票，通过微
信及支付宝进行支付。

值得关注的是，首次设立的
“一带一路”投资合作馆将有望成
为商洽会招商引资的重要窗口。该
馆将展示我省开放型园区平台功
能，宣传相关投资环境和便利化政
策等内容，发挥投资促进作用，搭
建高效招商对接平台。

问：2019商洽会的志愿者
工作如何安排？

答：本届商洽会计划招募
1500名志愿者参加展区志愿服务
工作，覆盖执委会11个部门，直至
本届商洽会结束。根据2019商洽
会组委会的统一部署和工作要求，
由团省委、省委高校工委组成商洽
会执委会志愿者工作部，负责商洽
会志愿者工作的具体组织运营及
统筹。下设招募运营、宣传策划、应
急保障、城市志愿4个工作组。

在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
等 16 所在昆高校团委成立高校
志愿者工作站，在昆明 5 个主城
区团区委设立城市志愿者工作
站。目前，已基本完成志愿者招募
工作。5月下旬，相关部门将有序
推进志愿者基础培训等工作。

本报记者 舒文 整理

铜壁关石斛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