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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观潮

本报讯（记者伍平）8月5日，云
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下称云南省
友协）与韩国忠清南道国际通商课共
同举行“云”上工作视频会。旨在最大
限度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创新合
作形式，巩固和密切双方的友好情谊，
推动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

视频会上，忠清南道国际通商课
课长表示，忠清南道十分珍视与云南
省的友好交流合作关系，对云南省在
忠清南道爆发疫情后，第一时间向当
地紧急驰援抗疫物资表示感谢。他们
希望在疫情好转后的恰当时机，通过
办好双方企业及特色产品对接洽谈
会，组织韩国企业家到昆明参展中国
南亚博览会、商洽会，以进一步加强
双方经贸合作，同时不断深化双方在
人大议会、教育等领域的友好交流与
合作。

省友协负责人对国际通商课课
长的相关工作提议给予了积极回应，
希望双方在做好所谈及的相关合作
事项的同时，积极考虑举办云端青少
年交流活动。该负责人同时表示，今
年以来，在疫情面前两省道同舟共
济、共克时艰，充分体现出双方在长
期友好交流合作中建立的友好情谊
是真诚的、稳固的。相信疫情过后，两
省道间的务实合作将不断深化、友好
关系将持续向前发展。

又到了泰国南部榴莲成熟的时候。
果园里，果农爬上高高的榴莲树，割

下成熟的果子，招呼树下的兄弟用网兜接
好，一个个榴莲就被第一时间收进仓库。

几天后，榴莲将出现在千里之外云
南的超市货架上。

从泰国的果园到云南的市场，短短
数天时间，泰国榴莲会经历一趟千里

“飞奔”。环环相扣、紧张有序的过程，考
验着滇泰贸易的便利化程度。

接到记者的采访电话时，泰国KF
国际冷链运输公司负责人刘旭辉刚从
位于泰国南部春蓬府朗逊县的果园返
回公司。

果园和仓库，是他每天需要不断往
返的地方。“要去看一下采摘果子的成

熟度，这关系到我们的冷链运输。”刘旭
辉介绍，如果榴莲成熟度不够，冷链运
输后果肉就会损坏。

据了解，泰国榴莲有两大产区，分
别是以尖竹汶府为中心的东部产区和
以朗逊县为主的南部产区。东部榴莲的
成熟期一般为每年的 2至 6月；南部多
雨水，7月之后一直有榴莲。所以，泰国
榴莲的出产期覆盖全年。

今年初，疫情刚爆发时，不少泰国果
农非常担心销售会受到影响，但中国市场
的表现很快化解了他们的担忧。疫情期
间，榴莲等泰国水果一直稳定出口中国。

速度是榴莲冷链运输的关键。
刘旭辉介绍，目前，从泰国运输到

中国的水果，除少量通过航空运输外，

大部分都通过陆路完成。“最主要的路
线是从泰国先运到老挝，然后经过磨憨
口岸进入中国，最后到达昆明，最快只
需要2天时间。”

“这看起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但
多年的配合让生产者、运输方和销售方
已经组成完整的工作体系。比如，我们
在为榴莲打包的时候，其他的工作人员
已经在准备产地证、质检凭证等报关所
需要的材料了，材料备齐后，海关通关
会非常便利。”刘旭辉自豪地说，他所在
的公司专门从事泰国水果和蔬菜与中
国的运输业务，至今已有10年时间。

科技也在冷链运输的“赛跑”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采访泰国奔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的张文冰时，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
公司承运的一车榴莲刚刚抵达昆明。

如今，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远
程温度传输系统，他坐在位于泰国清莱
府的办公室里就能实时了解到车辆的
位置和货柜中的温度信息。

“在榴莲运输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温度把控。温度过低会损坏果肉，过
高会出现裂口，因此，要保证冷链运输的
温度大概在10至12度之间。”张文冰说，
有了科技的助力，运输途中榴莲的状态
特别是温度就可以实时监控了。

就这样，卡车司机日夜兼程，一车
车榴莲沿着昆曼公路一路向北，来到了
位于昆明东郊的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
发市场。

“大约是2006年那会儿，从碧色寨
出发，我们沿着滇越铁路徒步了 2天。
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未来要围绕这样
一条百年米轨开发旅游产品，怎样的
徒步线路才合适。”段炼是西南林业大
学老师，也是云南省旅游规划研究院
户外运动旅游研究基地副主任。徒步
滇越铁路的话题，瞬间将他拉回了 14
年前在铁路边露营的那个夜晚。

如今，从江北到江南，从东半球到
西半球再到南半球……随着户外运动
旅游阅历的不断增加，让他对不同徒
步旅游线路有了更多思考。

“初次尝试徒步运动的游客，每天

的徒步距离以20至25公里为宜，路程
过长会降低旅游活动的休闲性，体验
感也不会好。”段炼说，除了选择合适
的距离，沿途的景观也要有吸引力和
冲击力。他举例，海景、森林、草甸……
澳大利亚的比布蒙路被很多徒步爱好
者视为胜地，欣赏有特色的自然景观
是徒步者前进的动力。

他认为，铁路旅游的最理想状态
应该是让游客有一种“慢生活”的体
验，而徒步滇越铁路无疑是一个好选
择。游客可以在小火车上看看风景、发
发呆，也可以选择到站后下车，开启徒
步之旅。但是，要徒步走完 800多公里

的滇越铁路需要不短的时间，这就需
要线路开发者设计不同的旅游产品。

既要在沿线建好指示牌、安全提
示和各种基础设施，方便想挑战全程
的徒步者，更要开发各种小环线，把民
族村寨、传统文化、边境风光、非遗、网
红“打卡点”等元素融进去，让每一段
线路都有亮点。毕竟，绝大部分游客都
很难走完全程，花较少的时间体验一
段线路的最精彩部分，才能在注重时
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同时让游客有更
多获得感。

“你们露营、徒步过吗？”在学校
上课时，段炼总问学生们这个问题。
他说，户外运动旅游虽然从 20世纪 90
年代末蓬勃发展，但其实接触过的人
仍然是少数。户外运动具有特殊性，
每一项户外运动都有相对固定的群
体。有人带、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相伴左右，才能让初学者真正感受到
它的魅力，也才更有利于休闲习惯的
养成。

滑翔伞、无人机、攀岩绳索、皮划
艇……各种酷酷的运动装备，在他的
办公室随处可见。“相比很多省份，云
南自然资源丰富，如果周末时更多人
能聚焦户外，背包上山、扛艇下河、徒
步远方，那就可以形成一种独特的旅
游趋势。如果全省有 1%的人这么做，
那从户外运动旅游产业发展的角度
看，整个云南就‘沸腾’了！”段炼说。

本报记者 李恒强

“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让我终
生难忘。”4月 7日晚，仰光云南会馆青
年组组员王伟健接到通知，中国赴缅甸
抗疫医疗专家组将于第二天到缅甸协
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因专业翻译人员
不足，请求社会志愿者相助。

王伟健立即在微信等社交网络平
台上发布通知，同时动员仰光云南会馆
青年组在缅甸华人华侨中招募志愿者。

“我是医药师，想报名加入翻译志
愿者团队。”“我是中国留学生，会缅甸
语，可以帮助两国医务人员翻译。”“我
很清楚参加这次志愿者活动的危险性，
但我很希望可以成为其中一员。”

“招募令”一发布，王伟健的手机就
响个不停，仅一个小时，他就收到了20
多条报名消息。

“那天晚上，每一个报名的信息都
让我觉得温暖，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深深
感动着我。”王伟健说，在所有报名的志
愿者中，最让他感动的是在缅甸工作的
中国人陈沼霖。“陈大哥打电话说，他会
开车，每天可以为其他志愿者送餐，保
证让每个人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不到 24小时，第一批由 30人组成
的缅甸翻译志愿者团队成立了。

“考虑到志愿者服务的专业性，我
们在 120 多位报名人员中进行了挑
选。”王伟健拿出一份名单一一介绍：他

们分别来自缅甸和中国，年龄最小的只
有18岁。

“中国赴缅甸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
后，就与缅甸医疗专家组召开了第一次
讨论会。”王伟健回忆，志愿者也随即投
入到翻译协助工作中。

“根据专家组的需求，我们分为中
医组、临床组和实验室组等，轮流值
班。”王伟健说，临床组的小伙伴最辛
苦，每天起得最早也睡得最晚，但为中
国专家组提供翻译服务，他们收获也
最多。

“来自中国的专家让我们志愿者很
有安全感，他们不仅手把手教我们穿戴
防护装备，还注意在很细微的地方保护
我们不被病毒感染。”让王伟健记忆深
刻的是，每到比较危险的地方，专家们
都会让他们在外等待。

今年 4月初到 5月末，中国一共派
遣了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到缅甸。在缅
甸翻译志愿者团队的协助下，他们不仅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还和当地医务工作
者及普通民众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中国抗疫专家组为我们带来了很
多医疗防护物资和成熟经验，这是两国
合作抗疫最好的见证。”王伟健说，在此
次翻译工作中，他对“胞波”情有了新的
认识。

本报记者张莹琳

5月，柬埔寨民间社会组织联盟论
坛计划与项目部主任谢莫尼勒正准备
6国先心病儿童救助活动线上交流会
的相关材料。此时，腊塔纳基里省的都
东打来了电话。得知柬埔寨新冠肺炎患
者“清零”后，13岁的都东想把自己不
久前收到的抗疫“爱心包”转送给为他
定期复查的医生。

挂了电话，谢莫尼勒心里顿生暖
意：他们是急需“补心”的孩子，也是最
有爱心的孩子，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值得。

缘起“补心”，互传爱心。这份爱的
接力感人至深——

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2020
年 1月 25日至 2月 3日，谢莫尼勒所在
的部门与昆明云迪行为与健康研究中
心驻柬埔寨办事处（下称“云迪中心驻
柬办事处”）合作，发起了为期 10天的

“柬中‘爱心行’医用口罩捐赠活动”。
期间，曾在云南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下称“云南阜外医院”）接受先心病治
疗康复的86名柬埔寨儿童和他们的家
人，为中国抗疫送来了5021个“爱心口
罩”。经过专业检测后，这些口罩第一时
间用于云南抗疫一线。

不久后，疫情开始在柬埔寨蔓延。
这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牵动着云南阜
外医院医生们的心。4月 1日，在“云南
援外”项目和云南阜外医院的支持下，
云迪中心驻柬办事处为孩子们送去了
抗疫防护“爱心包”。

“爱心包”里有医用口罩、消毒液、
洗手凝胶、体温计和柬文版预防新冠肺
炎手册，云迪中心驻柬办事处采取设点
现场发放、志愿者帮忙带包和客运邮寄
等方式送达。

“为了把物资留给更需要的家庭，
其中 36个儿童家庭签字后并未认领

‘爱心包’，还委托我们将折换的资金给

其余 50个家庭分别添置 2瓶洗衣液。”
谢莫尼勒有些感慨。

4月 3日，家住暹粒省女王宫县塔
锛乡石棍村的皮·娜莉一家，收到了志
愿者女王宫县副县长翁·纳皮亲自送上
门的“爱心包”。6岁的皮·娜莉开心地
说“谢谢”，可母亲却忍不住掩面而泣，
抚摸着包裹上的几行汉字，久久说不出
话来。

她还记得，上次自己带皮·娜莉到
金边做复查，由于交通不便，步行、换乘
摩托车、小巴、大巴，她们整整花了两天
时间才到达。当时，中国医生对她们的
帮助让皮·娜莉的母亲终生难忘。而如
今，中国医生又给她们带来关心，这位
母亲感动不已。

截至 4月 7日，所有“爱心包”都已
妥善送达。“以后，通信设备改善了，要
逐渐给这些山里的家庭配上电话，我们
的工作就更好开展了。”这是谢莫尼勒
和志愿者们的心声。

目前，中国和柬埔寨的疫情都得到
了有效缓解。“经过此次携手抗击疫情，
柬中两国的友谊将更加坚不可摧。事实
上，中国是一个守信重诺、充满大爱的
国家，从不吝啬分享自己的智慧和经
验，都一如既往地为包括柬埔寨在内的
世界各国提供帮助。”谢莫尼勒认为，柬
中携手抗疫，为世界各国联合抗疫提供
了样板。

“6月，昆明云迪中心计划举办线
上交流会。”谢莫尼勒介绍，这次活动的
目的是更好地与尼泊尔、缅甸、老挝、泰
国和孟加拉国等国分享柬埔寨先心病
儿童救助项目术前、术中、术后标准化
社工服务经验。“希望疫情尽快过去，让
46名经过筛查符合手术条件的柬埔寨
先心病儿童尽快分批到云南阜外医院
进行手术治疗。”谢莫尼勒着急地说。

本报记者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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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中国赴缅抗疫专家组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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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友协“云”会见
韩国忠清南道
国际通商课

奔向户外享受生活
情牵滇越铁路开放快报

泰国榴莲入滇——

搭电商快车 享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张若谷蔡梦冯雅昕/文 蔡梦/图

榴莲近年来深受中国消费者

的喜爱。据泰国农业部统计，今年

1至4月，泰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

5.67亿美元（约合39.69亿元人

民币）的榴莲，同比增长78%。

在今年全球贸易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的背景下，以榴莲为代

表的泰国水果对华出口强劲增长，

给泰国果农和中国消费者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甜头”。

而榴莲的云南之旅，折射的是

云南与泰国乃至东盟更加便捷的

贸易、交通和不断创新的销售，同

时，这也成为了“中泰一家亲”的生

动实践。

除了企业渠道，泰国政府的表现积
极。6月9日晚，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部
长朱林，通过网络直播向中国消费者推
介榴莲等泰国水果，15分钟观看人数超
过了1600万。

在云南，有多年历史的泰国美食节
首次从线下搬到了线上，几天下来销量
不错。泰国驻昆明总领事馆商务处商务
领事娜姹暾表示，通过直播的方式来推
介泰国商品，对泰国来说是一种全新的

方式，当然，这也是泰国政府所认可的
方式。她认为，这样全民直播带货的销
售模式，在疫情期间最大限度地帮助果
农、企业将水果和商品销售出去，惠及
两国民众的同时也助力泰中经济复苏。

“中国已连续 7年成为泰国最大的
贸易伙伴，泰国则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
第 3大贸易伙伴。伴随着全球电商时代
的到来，中泰之间的各类跨境电商合作
快速发展，将惠及两国民众。”中国（昆

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陈笑云认为，疫情期间，榴莲等
中泰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势增长正得
益于电商合作的快速推进。

据介绍，目前，泰国清迈府联合中
通国际快递清迈公司等多家中泰机构，
在泰国率先成立了中泰跨境电商孵化
园，他们专门帮助中国跨境电商企业一
站式落地泰国。

“疫情限制了人员等跨境往来，但

为跨境电商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
陈笑云认为，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泰国
水果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

据悉，除了榴莲，今年上半年，山竹
等其他泰国水果出口中国的数量也大
幅增长。而据泰国“超级民意调研机构”
今年 4 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85.7%的泰国民众希望中国从泰国进口
各种农产品，以帮助泰国振兴经济、稳
定果农收入。

“榴莲30至40元一公斤，山竹35至
40元一公斤。”7月20日，记者在昆明金
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看到，连日的阴雨
丝毫没有影响这里的生意，手推车、小
货车、大货车来来往往，人们忙着上货、
卸货，议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金马正昌是东南亚国家的水果进
入中国后的主要集散地之一，不少水果
都是从这里分销到全国。它也是云南最
大的榴莲集散地。

在云南鲜蜂队农业有限公司的店

铺里，摆满了泰国榴莲，公司负责人杨
峰正忙着给客户介绍情况。

走进仓库，只见工作人员拿着一头
缠着布的木棍在榴莲上轻轻敲击，以判
断成熟程度并进行分类，随后再进行称
重、标记，最后送上打包机。“我们每年
大概要卖出1800吨榴莲，而且销售量一
直在增加。”杨峰说。

今年，虽然疫情给线下渠道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但业内人士迅速转型，使
线上销售成为了今年榴莲等泰国水果

销售最亮眼的增长点。
“如今我们98%的产品都是从线上

渠道销售的。”杨峰说，在手机上打开鲜
蜂队的天猫旗舰店，多款榴莲正在销
售，主打的泰国金枕榴莲月销量超过 2
万个。

“我们是2016年开始在昆明做电商
的，那时只有我们夫妻俩做，发展到现在
有50至60人的团队了。”杨峰说，他的网
店主要销售云南和东南亚国家的特色水
果，榴莲是其中的明星产品之一。

“疫情严重时，我们做到防疫、生产
两不误，泰国榴莲的销售正常进行。另
外，为了应对新的变化，我们加强了学
习和团队的建设。”杨峰指给记者看，在
鲜蜂队的仓库里，一场直播正在进行。

主播卖力地向手机那头的观众做
着介绍，对方可以直接选购看到的水
果。“我们刚开始尝试，每天直播 6至 8
小时，订单有100多单。”杨峰说，疫情发
生以来，各行各业都感受到了压力和变
化，他们也在不断调整、适应。

千里飞奔来相见

线上成为主战场

政府企业齐上阵

鲜蜂队公司仓库中等待发货的泰国榴莲鲜蜂队公司仓库中等待发货的泰国榴莲

享受运动旅游享受运动旅游 （（供图供图））

中缅专家开会讨论中缅专家开会讨论 （（供图供图））

分发分发““爱心包爱心包””（（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