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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本期导读

青花瓷成就玉溪新风景
本报记者党晓培贾云巍

仲夏的傍晚，记者来到被誉

为“文旅新地标”的玉溪青花街。

灿烂的灯火与天边的晚霞交相辉

映，把古朴典雅的街区映衬得愈

加璀璨。

“玉溪青花街是玉溪市、红

塔区两级政府打造青花艺术小

镇的核心项目，目前已有257户

玉溪文创、非遗、餐饮商户入驻，

日均客流量1.5万人次，日均营

业收入 45 万元，实现创业就业

2500余人。”承建该项目的玉溪

青花瓷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桂雍说，“尽管二期项目

还在建设之中，但已有 1000 多

家商户报名入驻，我们有信心把

玉溪青花街打造成陶瓷文化休

闲旅游特色街区。”

峨山：老旧小区改造有温度
详见第六版

架起“连心桥”共绘“同心圆”
详见第七版

服务好群众 管理好辖区
详见第八版

“打造玉溪青花街，就是要重读玉
溪青花历史，重拾玉溪青花文化，将青
花瓷文化与玉溪旅游资源紧密结合，实
现产业融合提升，释放最大经济效益。”
玉溪青花街项目经理张永林说。

记者了解到，玉溪不断激活当地民
俗传统文化的特色产品，餐饮和旅游景
点，纷纷“嫁接”青花瓷，演绎了一个个

“玉溪青花瓷文化与本土饮食文化、建
筑文化等巧妙融合”的创新故事。

在玉溪，“米线节”有着 700多年历

史，它是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中国最
具地方特色的美食节，寄托着人们对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盼。当青花碗邂
逅米线，两个最能代表玉溪传统风情文
化的产业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游客在
青花街通过“玩泥巴”感受青花瓷文化，
品尝米线了解米线节的美好寓意，增加
了愉悦感、幸福感，同时，文化软硬结合
促进了玉溪青花瓷和米线餐饮等特色
旅游产业的发展。

当你逛完青花街，一路走到附近

的红塔山、灵秀农家
乐、观松寺等沿途旅
游景点，可以看到玉溪
青花瓷的身影，有玉溪
青花瓷图案装饰的景点
建筑，有出售青花瓷纪念
品的店铺、摊点……用青
花瓷绘就的玉溪风景，让
游客流连忘返，探究和体
验玉溪古城充满传统特
色的风情。

“青花街的打
造丰富了红塔区工
业旅游、红塔山、钱
瓜山、古窑遗址、灵
秀农家乐、观松寺
等生态旅游线路。下
一步，我们将着力把
青花街打造成全国特
色文旅街区、全省著
名研学基地和文旅新
地标。”杨婧说。

正在建设的青花艺术小镇总投资
为 45亿元，建设周期为 4年（2019年 1
月至 2022年 12月），目前正按计划稳
步推进。红塔区委副书记、区长瓦庆超
说：“红塔区创烧了青花瓷器、发源了
米线美食，我们要点燃古窑炉火，凝聚
八方力量，将青花艺术小镇打造成中
国特色小镇以及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品牌。”

走在灯火如昼的夜市中，一栋栋
具有玉溪地方传统特色的仿古建筑闪
射着迷人的光彩；装饰一新的店铺里
摆放的传统玉溪青花瓷器魅力四射，
吸引着八方游客。

桂雍说，全国文旅产业发展如火
如荼，玉溪青花街为我们公司提供了

发展机遇和展示平台，我们有信心、有
能力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公司的品牌、
行业的标杆，玉溪的文旅新地标，为公
司对外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青花
街项目功能分区含青花瓷文化展示
区、配套服务区、青花瓷文化体验区以
及青花瓷工作室、大师工作室等。

在当地，烧制玉溪窑瓷的师傅大
都出自瓦窑村，家中几代人都在做陶，
传承着精湛的技艺，为青花瓷的复烧
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有的已成
为省、市级工艺大师及非遗传承人。

湖南游客吴超带着朋友慕名来到
青花街，购买了心仪的玉溪青花瓷器。

“青花街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大，人
气旺盛，产业也一定会兴旺下去。”

青花街的出现给分散在瓦窑村
的商户和小作坊的手艺人带来了福
音。红塔区陶瓷艺术协会副会长、玉
之陶董事长陈光林说：“青花街为我
们传承玉溪青花，做大做强玉溪
青花提供了保障。”玉青烧经营
者郑绍兰说：“我们经营玉溪
青花瓷的零散商户聚集在青
花街，一起做生意，一起交
流学习，可以不断丰富自
己的产品形态。”

2018年 7月毕业于江
西景德镇陶瓷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华宁青
年陈之星，2019 年 7
月创建了自己的窑

口，专注于花器烧制和销售。
陈之星说：“毕业后我曾去过

丽江，目前入驻青花街，生意还
不错。这里是我新的梦想开始

的地方。”青花街的出现还
改变了庄玉东的摆摊生
活。他说，自己很喜欢陶
瓷，以前四处摆摊，现在
有了固定摊位。目前生

意还不错，相信将来
会发展得更好。青花
街上，像陈之星和庄

玉东这样的人不
计其数，他们的
创业梦将从这
里起航。

玉溪青花瓷再现风采

玉溪青花街夜市吸引市民玉溪青花街夜市吸引市民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曾永洪曾永洪 摄摄

青花陶瓷青花陶瓷

本报讯（记者 贾云巍 通讯员 师云
波）今年以来，通海县积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强化协调服务、
政商合力，推动外贸进出口持续发展。1
至 6月，预计全县农产品出口额 5.05亿
美元，同比增 16.09%，占全县进出口总
额的99.6%。

通海清泉农产品进出口公司是一
家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外向型
企业，主要从事新鲜果蔬的购销、贮藏、
加工等业务，产品主要出口到越南、泰
国、老挝为主的东南亚国家。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给农产品出口带来的不利影
响，在通海县相关政策、措施的帮扶下，
该公司攻坚克难，力促农产品出口逐步
回暖。

“主要还是保持同客户的密切沟通
和联系，在每车成本增加 5000元甚至
10000元的情况下，还是尽量把果蔬销
售出去，一方面降低农户的损失，另一方
面让国外的客户吃到新鲜的果蔬。上半
年公司水果、蔬菜的销售额达1.4亿元。”

通海清泉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刘雨轩说。

和通海清泉农产品进出口公司一
样，通海县的 60余户农产品进出口企
业，担当作为，采取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业务工作的有力举措，加上稳外贸
相关政策陆续推出落地，推动了全县农
产品出口的发展。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外
贸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通海县采取帮
扶指导各类外贸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搭
建外贸订单信息需求平台、加大外贸政
策宣传和执行力度等多项措施，助力外
贸企业恢复性增长。

近年来，通海县加快推进出口基础
设施建设，加大重点企业出口和国际市
场开拓帮扶力度，大力培育优势出口产
品，提升农业外向型水平，着力打造通海
内陆港，力促外贸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
时，强化部门协调，规范企业经营，鼓励
和支持企业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培植新
的出口增长点和扩大出口量。

政商合力推动外贸进出口持续发展

上半年通海农产品出口额超5亿美元

青花街紧邻名闻遐迩的红塔山，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玉溪古窑
遗址就在红塔山脚下。

中国古陶瓷泰斗冯先铭等人编写的
《中国陶瓷史》中写道：“作为青花的钴土
矿，在我国的云南、浙江和江西省均有蕴
藏。”玉溪青花瓷器的烧制最早可追溯到
元末明初，玉溪与江西景德镇、浙江江山
并称为中国三大青花瓷产地。玉溪古陶
瓷研究专家陈泰敏介绍：“玉溪陶瓷在中
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由于缺乏
史料的记载，这一重要的史实被历史的
迷雾长期掩盖，直到1960年玉溪古窑遗
址的发现，才让玉溪陶瓷的价值逐步为
世人所知。”

一直以来，让玉溪青花瓷技艺传承
并发扬光大，成为玉溪人的梦想和追求，
恢复烧制传统的青花瓷器的研制活动一
直在延续。

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婧说：
“玉溪青花街片区是云南青花瓷文化的发
源地，历史可追溯到元代。这里的百姓世
代口口相传玉溪古窑历史，对玉溪青花
瓷、玉溪窑感情深厚，为打造青花街项目
积淀了深厚的人文情怀。”2013年9月，玉
溪窑发展研究中心在玉溪技师学院成立，
云南省“玉溪青花瓷烧制技艺”传承人罗
永林等瓦窑村制陶师傅们全力投入玉溪
青花瓷的保护、研究和烧制工作中，并于
2013年12月复烧成功，研发了种类丰富、

具有云南地方特色且与景德镇青花效果
不同的青花瓷器。2014年玉溪青花瓷被列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湖北资深古瓷收藏家李先生说：
“玉溪青花瓷重新问世，弘扬了中国陶
瓷文化。”

2019年，玉溪市作出决策：深度挖掘
玉溪青花瓷历史文化，以古瓷窑址为魂，
以青花瓷复烧、文创非遗为产业，依托红
塔山、钱瓜山等周边生态旅游资源，打造
集“历史文化、技艺传承、现代文创、生态
观光”等产业元素于一身的产、文、旅融
合样板的玉溪青花艺术小镇。

在项目建设中，市区两级政府组建
了项目指挥部，由红塔区文旅局、凤凰街

道办事处牵头，市区三位领导督办。红塔
区领导小组“一周一例会”，市区领导小
组“两周一例会”，深入实地、协调配合、
主动服务、排忧解难，为项目推进打通了

“快车道”，提升了“加速度”。
今年 3月，青花街项目进入竣工开

业的关键时段，红塔区统一思想，创新思
路，决定把玉溪青花街“青花夜宴”开宴
作为全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必胜”示范点来
打造。短短几天时间，就完成青花街景观
打造，摊位布置、招商入驻、证照办理及
疫情防控等工作。

沉寂了600多年的玉溪青花瓷逐渐
向世人展示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危中稳大盘 变中寻新机

玉溪工业持续回暖稳增长

● 全市共有 143 户企业

入列国家和省疫情防控

重点保供企业名单

● 其中90户企业获贷

16.27亿元。

●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3.4%
● 增幅高于全国6.2个

百分点，高于全省

5.6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截至5月

本报讯（通讯员 唐雯霖 记者 贾
云巍）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的严峻形势，玉溪工业紧扣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以确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抓手，推动复
工达产，强化支撑保障，抓实重点项
目，扛住冲击力保稳定，创新进取变
中求进。截至5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4%，环比提高 0.3
个百分点，增幅高于全国 6.2个百分
点，高于全省5.6个百分点。

按照中央、省、市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玉溪市全
力推动工业企业复产达产。今年 2月
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率达98.2%。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保
持正增长态势，非烟工业降幅呈现持
续收窄，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暖。

围绕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
全市工信系统建立挂包县（市、区）和
包保企业联动机制，加大援企稳岗服
务力度，着力化解疫情冲击，稳定工
业经济基本盘。

从协调医疗机械企业购进生产
设备和原料，确保疫情防控应急物资
生产；到帮助食品生产企业打通绿色
通道，确保原料和产品运输畅通，保
障民生物资供应；再到帮助本土企业
间建立产销协同合作关系，推进建材
产品市场需求对接；直至加强电力调
度保障，确保防疫重点部位和复工复
产企业用电需求，全市工信系统全力
以赴打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堵点”。

在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系列
政策的同时，玉溪市着力破解企业融
资难问题，加大援企稳岗力度。推进
贷款企业名单制管理，加大中小企业
支持力度。上半年，全市共有143户企
业入列国家和省疫情防控重点保供
企业名单，其中 90户企业获贷 16.27
亿元。全市189户企业通过展期、重组
等方式获贷18亿元，76户企业享受到
期贷款利息临时性延期偿还政策扶
持，27户中小企业申请到风险补偿贷

款2.86亿元。
与此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电

力市场化交易，落实铁路运输优惠政
策。截至 6月底，企业节省电费支出
3.94亿元，节省运费支出超过 550万
元，有效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针对疫情之下宏观经济发展新
变化，全市工信系统立足紧盯重点企
业、重大项目，强化运行调度，坚持创
新驱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化危为
机，变中求进。

加速推进原材料行业结构调整，
以建设“云南绿色钢城”为抓手，加快
推动钢铁企业产能置换。云南省活发
集团、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新型干
法水泥生产线建成投产，澄江磷化工
企业电炉通过“三磷”整治市级验收。

持续推进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年
产5万台智能装备基础件生产项目成
功签约，推动云南辉煌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半挂车等项目建设。扎实推进机床产
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实施云南通变电器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前列电缆有
限公司等企业智能化改造。

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增速逆势走
强，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3价
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市场推广全
面展开。云南玉溪智健生物科技公司
等 6户企业引进口罩、红外测温枪生
产线，填补玉溪市医用防护物资生产
空白。截至5月底，全市生物医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6%。

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注入新动能，
截至 6月底，全市电信业务总量同比
增长 34.7%，互联网普及率指数增长
104%。全市开通5G基站162座，5G用
户达 8025户。市内外 120余个重要业
务系统上云。“京东智臻链云南绿色
食品追溯示范基地”落地运营，成功
开发区块链产业金融服务平台，建成
开通云南省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二级节点，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在
数控机床领域的应用项目入列工信
部全国试点示范项目。

通海清泉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职工正在分拣出口蔬菜通海清泉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职工正在分拣出口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