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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以“互信合作，共同发展”为主
题的第二届云南-南亚东南亚教育
合作论坛6月11日在昆明开幕。来
自省内外 68所高校和柬埔寨、老
挝、泰国、孟加拉国、意大利、澳大
利亚等 31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
50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春城，围绕
大学联盟建设、职业教育合作、中
外合作办学、中外人文交流等专题
项目开展交流研讨，增进彼此的理
解与互信，推动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取得新成果，促进教育领域的共同
进步与发展。

做大平台深化交流

近年来，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
“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扩大教育对
外开放，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
人文、社会、教育交流合作，基本形
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教育开放新
格局。

目前，来滇留学生达 1.93 万
人，云南每年通过公派留学项目选
派1000余人出国留学；境内合作办
学项目31个，境外办学项目15个；
建成国家级汉语国际推广基地 3
个，在海外建成15所孔子学院和课
堂。搭建的“南亚东南亚教育合作
论坛”“留学云南”等一批项目和平
台成为云南教育对外开放的窗口，
为云南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宋席·诺潘
赛说，通过各类教育互动交流平
台，东盟地区的教育体系变得更加
开放，目前老挝已经与包括云南大
学在内的中国教育机构签署 36份
合作备忘录。老挝国立大学已成立
孔子学院，并期待与南亚东南亚国
家的教育机构开展更深层次的合
作，建立更加牢固的学术联系。

“推动地区间教育交流合作需
要平台，云南与港澳台地区应进一
步加大教育开放力度，拓宽交流渠
道，同时密切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建立多元联系。”香港金融管理
学院校监张小舒也在交流中提到
了教育平台建设的重要性。

合作办学提升水平

我省高校近年来在合作办学
领域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取得了
较好成效。云南财经大学与澳大利
亚、美国的高校开展合作，在昆明
创办了国际工商学院；与泰国的高
校合作，在泰国设立了曼谷商学
院。这些项目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产生了较
好的办学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外合作办学在满足社会对
多样化、高质量、国际化教育需求
方面，在促进高校学科建设方面，
在推进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方面都
是不可替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理事长

林金辉认为，中外合作办学独特的
制度设计和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
经验已经成为“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的一部分。

对于合作办学这一大趋势，省
教育厅厅长周荣建议，我省可在南
亚东南亚国家合作办学和合办办
学机构，在科研合作、教材研发、教
育管理等领域开展深层次交流合
作。共同推动高水平合作办学项目
落地实施，促进教育教学水平的提
升、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人才培养拓展领域

据周荣介绍，今年，我省将提
供 1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重点
招收南亚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来滇
留学；提供 1000 个公派留学名
额，选拔云南省优秀人才到国外
友好院校进修访学。云南将继续
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加强在人才培
养领域的合作，探索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合作培养大批区域经济
建设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创
新人才。

“我们需要加强合作，分享教
育和技能培训需要的必要信息，以
便将来开设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
的课程，特别是鼓励建立更多的与
产业相关的教育机构和职业培训
学校。”柬埔寨旅游部部长唐坤认
为，此次论坛的举办恰好符合了柬
埔寨旅游部人力资源开发计划中

关于加强旅游业培训和人力资源
开发的战略合作与伙伴关系。为能
够保证旅游人才资源开发的质量
和效果，他希望云南省能继续为
旅游从业人员提供更多培训课程
和交流项目、继续派遣教师为包
括柬埔寨在内的伙伴国旅游从业
人员和学生进行经常性的培训、增
加奖学金等。

对于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
的必要性，云南旅游职业学院校
长张京龙站在旅游职业人才培
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国际间旅游职业教育、文化交流
与教育合作，是促进国际交往和
跨境旅游的催化剂。“社会经济
的发展离不开对人力资源多元
化的培育和潜能的挖掘，国际旅
游职业教育、文化交流与教育合
作也必将让迥异的人文形态在
交汇中绽放光彩。”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
在于心相通，心相通的关键在教
育。广泛的教育交流有力促进了
云南与包括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内
的世界各国间文化互学互鉴、民
心相交相通。云南-南亚东南亚教
育合作论坛作为“永不落幕的南
博会”框架下的重要活动之一，将
搭建好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推动各方积极开展更大范围、更
深层次、更高水平的教育国际交
流与合作。

本报记者 陈怡希

在热烈的云南传统迎客鼓声
中，印度和云南知名艺术家的舞蹈
表演拉开了 2019中国云南-印度
文化周暨2019中国昆明·中印瑜伽
大会的序幕。500名学生组成的太
极和瑜伽表演方阵，生动呈现了中
国太极和印度瑜伽这两种饱含东
方智慧的运动魅力。滇池畔，中印
两国底蕴深厚的文明，展开一场关
于生命、幸福、健康的对话。

瑜伽，一项有着 5000年历史，
关于身体、心理以及精神的练习，
其目的是运用古老而易于掌握的
姿势技巧，改善人们生理、心理、情
感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是一种达到
身体、心灵与精神和谐统一的运动
方式，这与昆明在打造“中国健康
之城”过程中，将大健康发展聚焦
到个人身心健康、人与人关系健
康、人与环境关系健康的“三大内
涵”不谋而合。昆明市大健康发展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肇圣表
示，希望通过此次中印瑜伽大会以
及合作论坛的举办，搭建起中国与

印度两国在以瑜伽为代表的印度
传统医学、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
统医学、健康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
合作的桥梁。

“在印度，我们把瑞诗凯诗称
为‘瑜伽之城’，通过共同努力，我
们也可以把昆明打造成中国的‘瑞
诗凯诗’。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练
习瑜伽、练习太极，还能汲取印度、
中国关于养生、健康的精华。昆明
这个城市可以培养成这样一个‘文

化之都’。”印度KYM瑜伽学院执
行总监V·斯里尼瓦森说，“让更多
的人聚集在这里享受两种文明的
丰硕成果，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中国有太极，印度有瑜伽，可
以互相交流合作。2015年 6月，在
中印两国政府联合支持下，在中国
设立的首家瑜伽学院在云南民族
大学揭牌成立，4年来已累计培训
525人，并为1.5万人次提供公益培
训。2016年，首届昆明中印瑜伽大

会取得圆满成功，为搭建与南亚特
别是与印度的交往平台奠定了坚
实基础。同时，吸引了各地瑜伽爱
好者和上万市民参与，收获各方
好评，社会反响热烈。本次瑜伽大
会，中印双方的交流合作再出新
成果，包括昆明学院、昆明诺仕达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印方签署
中印传统医学融合研究及人才培
养项目合作备忘录；云南民族大
学与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签署共
建中印瑜伽学院谅解备忘录、与
印度辨喜瑜伽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等。“此次签署的协议中，我们对
整个瑜伽和太极互学互鉴作了明
确的要求和规定，将对互派留学
生、教师培养以及太极在印度的
推广和发扬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段
钢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这场两国文明以健康为
题展开的对话，还将继续。

本报记者 龙舟

6月 12日，当记者走进以白
色和商务蓝为主体色调、兼容地
方及企业特色的“一带一路”投
资合作馆，顿觉一股清新之风扑
面而来。滇中新区、国家级昆明
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综合保税
区、红河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
悉数亮相，展示出云南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崭新形象。

昆明综合保税区相关人员
向记者介绍，昆明综合保税区
将利用商洽会平台来吸引南
亚、东南亚国家，甚至是欧美国
家的企业前来云南投资兴业。昆
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人员表
示，首次设立的“一带一路”投资
合作馆给了经开区展示的平台，
将借此吸引外资到昆明进行投
资。昆明经开区将紧抓高端装备
制造业这个主业，在“筑好巢引
好凤”的同时，推动区内企业

“走出去”参与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

除了本省的开放平台展示，华

为 5G手机、中车储能式现代有轨
电车等颇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及
其生产企业也如珍珠般镶嵌在“一
带一路”投资合作馆中。

“这款储能式现代有轨电车
即将出现在弥勒和丘北，不远的
将来也将出现在瑞丽。还有这款
用于华为园区之间的导驳用车，
在将来也有可能出现在丽江旅
游轨道线路上。”昆明中车轨道
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周晓琦在展台前介绍。

据周晓琦介绍，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之所以在云
南设立生产基地，就是想利用云
南的区位优势，以及云南与东南
亚建立的良好关系，带动中机产
品扩大东南亚市场。未来，他们
将利用中机在轨道交通方面的
成熟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
打造和完善云南轨道交通产业
链，提升云南高端装备制造业的
水平。

本报记者 伍平

今年商洽会首次设立绿色能
源馆，就吸引了 26家企业单位参
展，全面展示我省绿色能源发展
面貌和世界绿色能源发展成就。

“高大上”的能源新技术、新产品
“组团”亮相，折射智慧能源新趋
势、新浪潮。

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84%、在
全国率先启动电力市场化交易、建
成 12条 110千伏以上国际电力通
道……新组建的省能源局首次亮
相商洽会，展示了我省绿色能源的

“硬核”实力。
“绿色能源是我省高质量发展

的第一张牌，去年能源产业保持两
位数增长，已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
第一动能，今年将围绕‘两基地一
枢纽’建设，持续做强做优能源产
业，夯实能源基础，加速向第一支
柱产业迈进。”省能源局局长丁兴
忠说。

走进 3 号展馆的门，云南电
网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绿
色能源树”，便立体地向观众呈现
绿色消费的新风尚：打开“彩云

充”App，新能源车主可在全省
7000余个充电桩扫码充电，实现
绿色出行无忧，“彩云能源”App
则为用电企业进行节能诊断，提
供能源使用的智慧解决方案；国
家能源集团展示了风力发电的

“黑科技”，低风速时发电机也能
高效运转，实现能源利用最大化；
昆明电力交易中心电子平台数据
实时滚动，买卖双方交易更透明、
更便捷，电力交易像网上购物一
样简单。

走进中石化展区，精致的页
岩气田勘探开发模型吸引目光：
技术突破使地下清洁能源开发
再添“新钥匙”；国内最先进的智
慧加油机带来“无感支付”加油
新体验；呆萌的消防机器人具有
监测、侦查和灭火功能。中国石
化云南石油分公司总经理丁建
华表示，中石化将通过率先升级
油品、双层罐改造等举措，为云
南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加油
添力。

本报记者 段晓瑞

走进商洽会森林生态产品
馆，绿色、生态气息扑面而来。云
果、云茶香气四溢，生态苗木品种
繁多，琳琅满目的云南特色森林
生态产品十分“吸睛”。

在展馆的显著位置，云南为
君开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一系列精
美的苗木展品吸引了不少人驻
足。展区负责人李华雄告诉记者，
公司连续几年在南博会和商洽会
参展，在市场拓展和品牌推广方
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对于本届商
洽会，他们寄予厚望，拿来参展的
均是企业的“拳头”产品。

“产自北纬 23 度的库博芒
果，每年 6至 8月逐渐成熟，红河
谷持续上升的高温天气和昼夜温
差大的特点，对芒果有机物形
成、糖分积累非常有利，含糖量
达到 16%，营养丰富，果形均匀，
为芒果中的‘王者’。”在云南库
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
产自红河谷的优质芒果备受欢
迎，该公司总经理何学明现场当
起解说员。在依次品尝了库博农

业的芒果、荔枝、三华李等水果
后，来自北京的朱女士连连点赞：

“云南农产品果然名不虚传，生态
又好吃！”

来自永善县的云南菜人家
食品有限公司也是商洽会上的

“老朋友”。该公司以当地农、林
特色产品为主要原料，生产竹
笋、花生、蕨菜等绿色生态食品，
目前有 110个销售网络，覆盖全
国一二三线城市，出口台湾和日
本等地。展区负责人李盛鹏说，
自 2015年参展以来，通过参展，
有效宣传了企业的产品，每年通
过展会都能达成不少合作。在他
看来，商洽会对于民营企业而
言，是展示自身品牌和形象的重
要窗口和平台。

“云南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
环境，优质的生态环境下又培育
出了一流的农副产品，这个展馆
就向我们生动展示了绿水青山如
何变成金山银山。”正在参观的王
女士感慨地说。

本报记者 胡晓蓉

“小云，文化旅游馆在哪里？”
“东南亚馆有什么美食？”6月 12
日，2019商洽会开幕当天，位于 7
号馆序馆的数字云南展区人头攒
动，各国参观者相聚于此，体验云
南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感受非同
寻常的感觉。

“扫二维码居然可以追溯产品
的历史，连生长环境也能看见？”一
位观众惊奇地问。“一部手机云品
荟”平台负责人王金合介绍，这个
平台覆盖了整条农产品供应链，消
费者在手机上就能追溯到产品从
种植到销售所有环节的信息。了解
到这些情况，大家纷纷点赞：“云
品”不仅可口，更让人放心。

买到不满意的商品可以无理
由退货吗？在“一部手机游云南”平
台，工作人员的回答是肯定的。商
洽会期间，“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
的30天无理由退换货功能正式上

线。平台的虚拟客服“小云”和“小
南”也以实体形象出现。未来，通过
定制化开发，智能机器人可在不同
场景提供各种服务，甚至可以带着
观众逛展会、逛博物馆。

身份证丢了怎么办？改名字
会不会很麻烦？办理护照怎样更
高效？由于涉及每个人都可能遇
到的问题，“一部手机办事通”展
区总被参观者们团团围住。屏幕
上，累计办件量的数字一直在增
加，目前已超过 726万件。这个平
台以“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
最多跑一次”为目标，参观者们最
大的感受就是以往繁琐的办事流
程得到了极大简化。目前，百姓可
通过政务大厅、“一部手机办事
通”App、“一部手机办事通”PC
端、建行智慧柜员机和裕农通
App等5个渠道办理相关事宜。

本报记者 李恒强

敞开怀抱等你到来

绿色能源亮出新品

生态产品琳琅满目

全新体验方便快捷

加强教育合作 促进民心相通
——第二届云南-南亚东南亚教育合作论坛侧记

亮点

瑜伽·太极 两种文明关于健康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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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