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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云来商往情浓——相聚商洽会 特写

6月 12日至 13日，第 14届中
国-南亚商务论坛在昆明举行，主
题为提升工业化和制造业的竞争
力。论坛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南亚联盟工商会、云南省人民政
府主办，其目的在于发展区域经济
合作，助力经济增长从“快”到“好”
并造福当地百姓。

与往届相比，区域内国家对工
商界筑牢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不断增
强。“中国-南亚商务论坛让人们对
南亚各国的经济前景感到耳目一
新，中国在南亚各国基础设施投资
及建设领域起到的作用也令人赞不
绝口。中国-南亚商务论坛为中国
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国家提供了共
赢机遇。”南盟工商会主席、斯里兰
卡工商联主席卢旺·艾德瑞辛格这
样说。

着力“工笔画”

持续 16年、举办 14届的论坛，
区域内国家和工商界人士对它的
作用都深有体会。今年，随着“一带
一路”建设从“大写意”到“工笔
画”，南亚商务论坛中的发言人围
绕论坛主题积极建言献策，大家开
门见山、直奔主题。与会代表认为，
要在中国与南亚工商界绘制共商
共建共享的“工笔画”，使之成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
精彩之笔。

“我来参加过 3次论坛了。”云
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宗国英在

致辞中说，云南在聚焦 8大重点产
业、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建设数
字云南的过程中，愿与南亚国家共
享发展机遇、共享开放红利。他围绕

“提升工业化和制造业的竞争力”这
个主题提出 4点建议：着力合理优
化平台、着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着
力共建优质营商环境、着力强化技
术转移和技术创新的合作。4个“着
力”背后，是聚焦重点、深耕细作的
良苦用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
长陈洲表示，中国贸促会作为中国
最大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长期致
力于推动中国与南亚的经贸合作，
我们愿意与南亚各国商协会一道拓
展更多的交流渠道；继续发挥区域
机制作用，推动中国和南亚两大市
场的对接；深入挖掘贸易增长潜力，
创新贸易方式，推动跨境电子商务
的发展。

孟加拉国商会联合会副主席尼
扎姆·乌丁·拉吉什说，不管是世界
银行，还是包括大通摩根等主流世
界金融机构，在分析孟加拉国投资
的时候都表示出极强的信心。孟中
关系极大地推动了双方的合作和经
贸往来，未来希望有更多新的项目
可以发挥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优势，
帮助孟加拉国实现工业化和制造业
转型。

除了主题论坛之外，今年的中
国-南亚商务论坛还组织了航空网
建设和机场合作对接活动、中国-
南亚重点项目推介暨企业对接活动

等系列活动。
在大健康领域的合作研讨中，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管
委会主任牛国栋介绍，医院在柬埔
寨、缅甸、老挝均有合作项目，将于
8月赴尼泊尔开展儿童先心病全免
费筛查活动。“希望医疗国际合作
给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健康服务，
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架起民心相通
的友谊桥。”

聚焦“可持续”

“包容性和可持续工业化对实
现国家或是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巴基斯坦工商联合会主
席达鲁·阿卡扎伊表达了自己的观
点。“要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制造
业竞争力，政府不仅需要出台各种
政策完善基础设施，还要帮助制造
商理解唯一不变的要求就是寻求改
变。公司只有提前了解、适应科技
变化，才会长盛不衰。”印度出口组
织联盟副主席马赫什·钱德拉克雅
瓦如此说。

聚焦“可持续”的讨论热度，一
直从主题论坛持续到航空网建设和
机场合作对接活动、中国-南亚重
点项目推介暨企业对接活动之中。
一方面是情感的可持续，另一方面
是发展的可持续。

“这是我第20次来云南！”在航
空网建设和机场合作对接活动的分
论坛上，孟加拉国诺沃航空总经理
莫非祖·雷哈曼说，在中国与南亚合

作的可持续发展中，云南是一个关
键的连接点，为此，诺沃航空计划开
通达卡至昆明的航线。“不知道我还
会来云南多少次，但我相信，与云南
的美妙缘分一定会继续。”

“首屈一指！”提起昆明，印度靛
蓝航空首席商务官威利·布特如此
评价。他说，靛蓝航空即将开通印度
至昆明的直飞航线。“中国是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对一家外国航空公司
来说，进入中国市场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事件。”威利·布特表示，这对
靛蓝航空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节能理念、环保材料、绿色标准
体系……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董
事、副总经理柴福斌为与会者带来
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筑南亚
民航未来——用中国技术为南亚机
场提供高品质服务》的主题发言。其
中，“绿色机场”理念贯穿始终。“我
们在老挝、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
斯坦的建设项目中都有这样的考
虑。”他表示。

“我们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工作
渠道和联系网络，正在积极促进云
南优势产品、企业和项目在尼泊尔
落地。”云南省驻尼泊尔（加德满
都）商务代表处、云南省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尼泊尔办事处副主
任伍凌成介绍，“国家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尼泊尔政府和社会各界
的共识，他们正致力于改善投资环
境，这是云南企业“走出去”
的新选择。
本报记者 储东华 李恒强

北京中农国发集团拟投资70亿
元在曲靖建设生态农产品智慧物流
园；上海东方希望公司拟投资43亿
元在昭通和大理建设生猪现代化高
效生态循环养殖项目；大连乐椿轩
拟投资10亿元在昆明建设健康养老
项目……在6月13日举行的2019南
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
谈会经贸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251
个签约项目中，涉及全省绿色发展
的项目达 163个，占所有签约项目
的 64.9%，投资“绿色”云南成为国
内外客商聚焦的重点和热点。

“这次我们有几个项目签约，大
连乐椿轩拟投资 10亿元在昆明梁
王山现代农业公园建设的健康养老
项目是其中之一，这个项目以医养
和康养为主，今年年底开始启动。”
在签约仪式上，昆明农业公园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位于昆明阳
宗海风景名胜区内的新型农业公
园，是公司探索农业园区开发新模

式的新实践。昆明梁王山现代农业
公园以高原特色农业为依托，集文
旅、田园综合性开发为一体，填补了
昆明旅游的空白，未来将打造成为
昆明旅游目的地、云南旅游新名片、
中国旅游新高地。

看好云南的绿色发展前景，已
经在云南落地发展的大型连锁企业
也纷纷扩大投资，抢占市场机遇。云
南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这次签约的项目是投资建设一
个400多亩的运营中心——苏宁电

商智慧产业园，争取在年内落地。据
了解，苏宁进入云南市场 14年来，
网络布局覆盖了全省16个州（市），
拥有电器、百货、母婴、超市等各类
型门店300多家和省内首个企业自
建超大型物流基地。本次签约的运
营中心主要针对线上项目，苏宁将
在云南成立一个新的电商运营中心
公司，希望未来实现 100亿元的销
售流量，并借助云南的区位优势，辐
射四川攀枝花、西昌地区和缅甸、泰
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市场。未来，
苏宁将以零售为核心，加快地产、超
市、影城、母婴、汽车等新业态在云
南市场的快速落地。

在签约现场，“云茶”类的签约
项目也备受关注，一家签约客商负
责人介绍，公司本次签约的项目是
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立该品牌
的普洱茶工厂，项目落地后，将带动
云南普洱茶的消费升级和品牌价值
提升。 本报记者 杨抒燕

一河，澜沧江-湄公河。
一山，喜马拉雅山。
仲夏6月，2019商洽会让一河

一山沿线国家相约在一起、欢聚在
昆明，他们为发展而来。

在商洽会斯里兰卡主题国馆
的重点推介板块——“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科伦坡港口城的沙盘模
型前，来自泰国高校的学者对港口
城的英文翻译“Port City”回味良
久。他们认为，“Port”很有包容性，
表示港口城兼具服务、交易、商业、
娱乐、住宅等功能，这个词用得好。

当了解到在中斯两国合力推
动下，科伦坡的南亚枢纽作用将发
挥乘数效应时，泰国学者在展馆内
对云南陪同人员竖起了大拇指。他
感言，“一带一路”建设是世界各国
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智慧。

在会场上，我遇到了老朋友，
一位专注于VR和AR内容创意及
生产的中国企业代表。他说，无论
是南亚还是东南亚朋友，大家来参
加商洽会都希望寻找合作伙伴、寻

找发展机遇。
“中国的VR、AR技术都是他

们感兴趣的内容，商洽会开幕仅两
天，我就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这位
老朋友高兴地说，公司的展位极具
科技感、体验感，非常酷炫，就连其
他国家的参展商也在吆喝自家产
品的同时，相约到他们的展位上过
把“科技瘾”。

17个展馆、14项会期活动，本
届商洽会上，来自一河一山沿线国
家的朋友，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
的朋友，奔着发展的目的，自由交
流、互学互鉴、务实合作、美美与共。

而通过商洽会等开放平台的
带动，云南已成为南亚东南亚文化
交流互鉴的大舞台：印度瑜伽大师
多次访滇，与我们共同编织大健康
产业发展的新愿景；缅甸西瓜、越
南荔枝、泰国榴莲通过云南口岸，
源源不断地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

山水无阻、未来无限，这是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本报记者 王欢

6月13日，在丝路云裳·民族
服饰文化高峰论坛暨招商引资推
介会现场，多家知名企业与著名
设计师齐亮相，在专业投融资行
业高管、专业买家及相关行业机
构负责人等数百位嘉宾的热烈
掌声中，与云南本土企业签约。

论坛以民族服饰文化为
媒介，把脉云南民族服饰文化，
努力推动民族服饰文化创新
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今后，
在各方聚力之下，云南本土
民族服饰将不断吸引人才，
不断创新与融入国际化元
素，将创意设计更好地转
化为经济效益，助力云南
民族服饰在国际舞台上绽
放异彩。

走向更加广
阔的国际舞台

在民族服饰文化高
峰论坛上，国内外知名
学者、专家、企业家、设
计师、文化名人齐聚
一堂，就民族服装服
饰产业的传承、创新
和发展等主题进行
探讨。

针对民族
性如何与现代
时尚融合，毕
业于法国里昂、有着 19
年从业经验的服装设计师
范佳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我认为民族和时尚并不
矛盾，民族风应该是时尚
的一个部分。我们自己首先要传
承和发扬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技艺。”范佳说，除了注重研发，再
好的产品也需要广泛的合作与
推广，希望能够通过设计和运营
的力量，推动民族元素从云南最
质朴的乡村走到最时尚前沿的
舞台。

楚雄索玉文化美学创意有限
公司在招商引资推介会现场签约。
公司负责人关敏介绍，公司多年来
一直坚持彝族服饰文化的传承，
2016年起打造私人定制品牌，同
时精准定位品类，开发以彝绣元素
为主题的系列产品。“我们认为彝
族元素可以是时尚的，甚至是前沿
的、国际的。2018年，我们着重打造
楚雄彝族高端服饰文化品牌项目
建设，致力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彝族刺绣的传承与推广。”她希望
藉此次项目对接和交流，寻求更多
商业模式和合作机会。

实现从田间地头到
指尖产业发展

“传承手艺要和扶贫一起进
行，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指尖产业
的发展。”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
说，依文集团20多年来坚持挖掘
传统文化、技艺，保护和传承中国
传统手工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精
髓，探索服装品牌如何与民族特
色和文化底蕴相结合，并总结、提
炼出文化项目如何在兼顾商业效
益、社会效益的同时，真正让艺术
走向消费者的生活。她说，云南的
民族服饰资源丰富，有极大的挖
掘潜力，希望通过经验分享与合
作，引导全社会重视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及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
和传承，也希望有更多机会把云
南手工艺搬上国际舞台，以民族
文化影响世界。

复旦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硕士
项目主任、旅游学系副系主任孙
云龙以楚雄彝绣为例，畅谈文旅
融合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
识产权保护。针对彝绣目前市场
规模有限、产业要素分散等问题，
他建议楚雄彝绣走创新发展之
路，如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搭建
载体集聚产业高端要素，形成地
域产业发展的精神旗帜；发挥彝
绣大师的带头作用，提升整体绣
娘技术水平；通过加强个人、企业
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全方位打造

“楚雄彝绣”的地域品牌；通过尝
试创新设计和工艺，打造“楚雄设
计”的高端品牌等。

孙云龙说，彝绣不仅能够成
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民族文
化 IP，而且还能助力我国文化产
业发展探索出一种新型模式和新
兴业态。以“IP化”生产和“IP驱
动”为主要范式，彝绣文化产业将
进入一个以内容创意为驱动、全
产业链条式发展的全新阶段，加
速文化产业成长为云南省国民经
济中的支柱型产业。

本报记者 侯婷婷

携手南亚工商界 共筑命运共同体
——第14届中国-南亚商务论坛侧记

机遇

绿色新高地 引得凤凰来

记者手记

一河一山 美美与共

在传承与创新中——

绚丽云裳 绽放异彩

云品荟萃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孙晓云 张彤 杨峥
黄喆春 雷桐苏 顾彬 李秋明 陈飞 周灿 摄

丝
路
云
裳
·
昆
明
民
族
时

装
周
上
展
示
的
民
族
服
饰
。

本报地址：昆明市新闻路337号 集团办：64143341 编委办：64141890 经委办：64166892 编辑出版中心：64141286 舆论监督中心：64145865 邮政编码：650032 广告许可证：滇工商广字第1号 零售每份二元 云南日报印务中心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