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桥米线发源于云南蒙自，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

云南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随着市场的竞争和

发展，众多过桥米线商家推陈出新，从比拼食材到注重

创新、讲究饮食文化、升级消费环境，新吃法、新体验层

出不穷，推动百年过桥米线走上创新之路、开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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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伍平）近日，由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南亚国际文化论
坛之“美美与共——中国与南亚青年吟
诗诵文”第一期视频活动上线。

本次活动采用中国和南亚国家青年通
过网络视频互诵经典的方式，传递友谊，相
互鼓劲加油，共同增强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的信心与勇气。视频活动中，印度国际大
学、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学生用中文诵读了
巴金的散文《月》、鲁迅的散文《雪》、海子的
抒情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北大师生用
孟加拉语吟诵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
《吉檀迦利》第3首和第71首、孟加拉国18
世纪游吟诗人拉龙所作歌曲《何时相聚》。

据悉，下一期活动中，来自云南有关高
校学习南亚国家语言的大学生以及在滇留
学的南亚国家青年也将加入“云上”诵读。

中国与南亚青年
吟诗诵文视频活动上线

“大会让我们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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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伍平）9月18日北京时
间21时，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与美
国卡特中心、美国腹地中国协会联合举办
了“发扬‘飞虎精神’——从抗战胜利走向
合作共赢”的线上交流会议，以此纪念抗
战胜利75周年，并深度挖掘滇美历史文化
资源，进一步做好滇美交流合作。

此次会议是云南省与美国卡特中心和
美国腹地中国协会，首次隔空开展“面对面”
交流。来自中美两国7个城市近10个领域的
专家学者在视频会上围绕加强历史、文化、
教育、友城、学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以及共
促中美关系发展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视频会上，双方共同回溯了中美联
合抗战及滇美交往合作历史，介绍了各
方情况及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方面所作
出的努力。与会双方均表示中美关系友
好有利于两国人民、世界人民，希望此类
活动能常态化、机制化举办。

滇美友好人士
线上“面对面”交流

故事桥头观潮

云南精心筹备，积极参与2020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滇闽相约 好戏连连
本报记者韩成圆文/图

以“提振投资信心 促进合作共

赢”为主题的 2020 厦门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以下简称

厦洽会），9月 8日至 11日在福建厦

门举行。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背景下，这场熟悉的

相约，更加令人期待。

为这次相约，云南省精心筹备。通

过主题形象馆，以及我省商务、投促、文

旅部门精心筹备的3场推介会和恳谈

活动，全方位展示开放云南新形象。

云南省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在

各个场合抛出合作“橄榄枝”，发出“百

闻不如一见，一见不如小住，小住不如

常驻”的投资邀约。

又一年相约“9·8”，参会客商眼中
的云南，美得和以前“相同”又“不同”。

他们说，如果以前和云南关联的
形容词是“山区”“美丽”，如今云南的
关键词一定是“美丽”和“开放”。他们，
也正把钟情云南的心动，转化为真金
白银投资云南的行动。

9月 8日下午，厦洽会期间，省商
务厅举行的云南招商引资推介会现
场，坐着一位云南人的老朋友——厦
门航空有限公司昆明业务部总经理姜
丁平。

20世纪 90年代末，厦门航空进入
昆明，开辟了第一条昆明至厦门的航
线，自此，该企业始终钟情云南市场。
20多年来，他们已陆续在昆明开通了
十几条航线，连接云南和福建，乃至日
本、韩国等海外市场。

“开放前沿”“辐射中心”，姜丁平
对于这些和云南发展相关的词语毫不
陌生。姜丁平说，想借助厦洽会的平
台，继续深化闽滇合作。

该企业已经在计划下一步除昆明
航点外，将陆续在丽江、西双版纳等州
市开设新航点。同时，积极协调厦航集
团所属厦航、河北航空、江西航空加大
对云南州市机场的运力投入。姜丁平
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将来还要在
昆明继续加码投资，开通到东南亚、南
亚地区的航线。”

云南多场活动现场上，台湾两岸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吴序侬的身影
都分外显眼。他曾任香港宝顿投资有
限公司外方代表，被称为“厦门第一家
中外合作企业外方代表”。1982年，吴

序侬以“做吃螃蟹第一人”的勇气到厦
门特区创业。

吴序侬对云南十分熟悉。他8年前
来云南参加过云台会，始终为两岸融
合发展、滇台合作贡献力量。近年来，
他还多次带领福建泉州企业家考察云
南并进行产业投资。

这位爱折腾的“老顽童”企业家
说，当年香港宝顿在厦门的投资发展，
带动了更多港资、台资、外资入厦。自
己非常看好大陆市场，看好云南的美
丽以及全省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打
算近期再入滇发现新机遇，也邀约更
多老友投资云南。

今年厦洽会上，“清新福建”和“七
彩云南”的紧密携手，让不少企业家感
叹是“梦幻联动”。

借助大会平台以及云南省文化和
旅游暨大滇西旅游环线推介会，云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与福建省文化和旅游
厅签署合作协议，在文化和旅游产业
发展、市场监管、艺术创作生产、人才
培养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云南6家重
点旅游企业和福建 6家重点旅游企业
签署合作协议。

参加活动的福建企业家，也因此
下定了投资决心。

厦门熙宝源集团总裁黄玖来喜欢
用“云南女婿”的身份介绍自己。他的
话语中流露出对云南的特别感情，说
起云南的山山水水、“8”字形的大滇西
旅游环线，如数家珍。今年，通过厦洽
会平台和推介活动，他了解到“半山酒
店”概念。他说，原本就在设想做一个
类似的产品。云南描绘的与山相伴、依

山而建的住宿产品，听起来就让人心
驰神往。云南对于产业发展相关的贷
款贴息支持政策也极具吸引力。“企业
已经在德宏考察和布局，迫不及待要
参与云南的旅游建设。”

“云南是一个有吸引力、大有希
望、大有可为的地方。”云南与福建企
业恳谈会会场，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
联合会会长刘捷明说，福建和云南具
有较强的产业互补性，期待闽滇加强
互动交流。该联合会将积极组织更多
企业去云南考察，寻找投资合作空间。

福建三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王光文也深有同感。

该企业是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业
务板块包括钢铁生产、科研、贸易和物
流。“云南是能源大省，正深入推进绿
色能源优势转化，发挥能源产业在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支撑与带动作
用，实现绿色发展。‘绿色能源’对于三
宝极具吸引力。”王光文说，未来一定
会有与云南合作的更多可能。

根据省商务厅会后统计，仅云南
招商引资推介会一场活动，云南代表
团与台企、闽商精准对接，达成意向合
作16个，总投资意向合作金额达25.68
亿元。具体包括，滇中新区工业园区建
设项目、电子信息产业制造项目、无人
机研发及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昭通市
智慧城市建设等。

另外，厦洽会期间，云南特色品牌
企业通过现场展览展示和沟通洽谈，
与客商达成采购合作327万元，在绿色
食品销售及市场开拓等方面签订了 4
份长期合作协议。

“那 23天的徒步滇越铁路之旅，刷
新了我们对这条线性文化遗产的认识，
更坚定了我们对它未来发展的信心。”近
日，记者采访著名探险家金飞豹时，他对
2009年12月的往事记忆犹新。

当时，他们一行 4人从昆明北站出
发，徒步到滇越铁路国内段终点河口瑶
族自治县，又坐火车到越南海防，考察了
滇越铁路全程。一路上，他们每天都在做
详细的田野调查，也采访了沿线的百姓
和当年的铁路职工，对这条百年米轨有
了系统而全面的了解。

金飞豹说，首先，滇越铁路的开通客
观上让开放之光照进了云南，西南边陲瞬
间变为开放前沿，同时，先进技术和西方
美食等在这里传播开来。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于1912
年5月28日正式发电，它所用的水轮发电
机组就是通过滇越铁路运到昆明。此外，
法国产的铁轨、钢枕在110年后的今天依
然可以正常使用，人字桥、白寨大桥仍然
屹立不倒，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滇越铁路跨越了不同水系，一路美
景串连起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还有近
2000米的海拔落差和沿线丰富的地热
资源，它本身就具备成为世界级铁路旅
行线路的潜力。”金飞豹说，放眼世界，非
洲之傲豪华列车、欧洲的东方快车、加拿
大洛基山登山者号列车和中国台湾的阿
里山小火车等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不
少行程需要游客提前几个月预约。滇越
铁路旅游产品的开发也应该瞄准高端市
场，提供高品质产品。

如何打造这条线路？金飞豹认为，以
国内段为例，这样的行程以三四天为宜，
在宜良、盘溪、河口等站点停靠，上午是
列车运行时间，下午则设置旅客体验项
目，比如参观村落、博物馆，体验当地歌
舞、美食以及非遗产品制作等。晚上则可
以舒舒服服地泡个温泉，和天南海北的
驴友畅聊一番。“以往，不少国人会蜂拥
到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景点打卡。未
来，我们是否可以把它打造成为对法国
游客具有独特吸引力的品牌，进而让更
多世界游客看到云南旅游的新面貌。”金
飞豹表示，百年米轨像个“未来之星”，既
能助推乡村振兴，又能让外国游客感受
中国文化，增进国家间民心相通。

本报记者李恒强

开放快报

探险家金飞豹：
创新打造高品质
“未来之星”

百年过桥米线：

翻新花样勇闯市场

特殊年份的相约，熟悉的“9·8”厦
洽会，与往年相比有相同也有不同。

不同的是：大会首次搬上云端，上
线“云上投洽会”；消毒、防疫、测温的
提示，写在了会场每个角落；“疫情背
景下的合作新机遇”“提振投资信心”，
成为会场上出现最多的词语。

相同的是：迎来经济特区设立 40
周年时间节点的厦门，开放活力依旧；
开放云南，在厦洽会上的魅力丝毫不
减；会场的热闹一如既往，密集的多双
边对接洽谈、签约合作依然随处可见。

客商把线下参会的喜悦和兴奋写
在脸上，话语里是对中国庞大市场、经
济强大韧性和发展巨大潜力的看好，
是从云南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
掘到的商机。在这个熟悉又新鲜的会
场内，各方都有惊喜的发现。

小而美的马来西亚展位上不见一
份纸质材料，所有的投资信息都可以
通过“扫一扫”、微信小程序获取。展位
工作人员曾在 2018年参加过厦洽会，
她说如今马来西亚尚未完全开放大规

模的会展活动，此次久违的参会经历，
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决
心，“这场大会令人激动”。

马来西亚驻广州总领馆投资官员
介绍，中国是马来西亚的重要投资来
源地之一。目前，马来西亚尤其关注前
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此次参会
的另外一个发现——云南正大力培育
万亿级、千亿级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令这位官员兴奋。“在海外，
云南是极富盛名的旅游目的地。相信
随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双方能
找到更多合作机遇。”

“兴奋”“激动”，同样是云南参会
州市、部门、企业的表情。

第一次来到厦洽会的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商务局局长李春涛，抓住
会场内外的机会，认真地向福建企业、
台商介绍德宏的发展优势。一说起跨
境产能、跨境电商、跨境金融等产业发
展的相关情况，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兴奋，既来自久违的线下参
会，也受到厦门发展活力的感染。“兴

奋，更是因为迫不及待希望和更多人
分享德宏的发展机遇。德宏是中国（云
南）自贸试验区的片区之一，在中缅贸
易中有着重要作用。我们对发展充满
了信心，希望通过厦洽会让更多企业
家了解、参与德宏发展。”

在云南省文化和旅游暨大滇西旅
游环线推介会上，我省重点向参会企
业家们推介了围绕大滇西旅游环线建
设而打造的365个重点招商项目，邀请
更多客商共绘“8”字型的美丽环线，参
与环线交通基础设施、半山酒店、环线
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的建设和开发。

“七彩云南”和“清新福建”的相
遇，让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
处处长刘晓桐也难掩激动的心情。“云
南福建同为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大联盟
成员单位。滇闽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产
品独特、互补性强，深化文化旅游交流
合作基础扎实、潜力巨大。希望通过推
介会，让厦门民众特别是厦门旅游企
业认识云南的美，同时，携手共创美上
添美的合作画卷。”

情牵滇越铁路
“有心动更有行动”

厦洽会现场厦洽会现场““云上投洽会云上投洽会””展示区域展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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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考察滇越铁路徒步考察滇越铁路

本报记者段建鑫李恒强王靖中/文 李文君/图

在云南，等你来

一碗地道的过桥米线由米线、热
汤、佐料三部分构成。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商家们不仅注重提升食材品质，
也积极尝试创新食材品类，以此满足不
同类型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云南盛过桥米线厂牌位于昆明市翠
湖北路，主打“七彩米线”。该店店长代普
坚介绍：“七彩米线共7种颜色，由普洱
茶、玫瑰、木耳等云南特产制成果蔬汁
后，添加到米线中制成，代表着云南的自
然山水、人文风情。”色彩缤纷的“七彩米
线”倒入浓郁的热汤中，让过桥米线色泽
诱人。同时，多种果蔬汁的加入，也丰富
了米线的口感，让人眼前一亮。

不仅在食材上下功夫，云南盛过
桥米线厂牌还对就餐环境进行创新，
设计了竹椅竹桌，一人一桌，一人一
碗，不拼桌，不加位，保证每位食客都
有相对独立的就餐环境。采访中，记者
遇到了市民张女士带着来自西安的朋
友品尝过桥米线，张女士表示：“这里
用餐环境很清幽，食材也很地道，给人
不一样的感觉。”

代普坚介绍：“近期正值旅游旺季，
店里接待的客人超过7成是省外游客，
我们也要求服务员在上菜的过程中，主
动向客人介绍云南过桥米线的历史文
化，让游客更了解云南。”

在就餐环境上创新发力的还有隐
蘆·安住、娘子情过桥米线。前者开在
昆明世博园中，玻璃天井简约大气，竹
影婆娑舒适宜人，营造出无尽禅意；娘
子情过桥米线则凸显出浓厚的中国
风，古色古香的屏风随处可见，服务员
也都身穿仿古服饰。在如此环境中品
味拥有百年历史的过桥米线，让人萌
生穿越之感。

从吃米线到品文化、享环境，商
家们的创新既为顾客带来更好的消
费体验，也让百年过桥米线迈上了发
展新路。

作为过桥米线老字号品牌，新世
界·云牵一线以过桥米线为载体，推出
了过桥米线宴，实现由单品到整席的拓
展。云南汽锅鸡、宜良小刀鸭、老昆明糖
醋鱼等10余道云南地方特色菜与过桥
米线汇聚一堂。在新世界·云牵一线主
厨曹先仲看来，过桥米线是云南的一张
靓丽名片，希望借此向省内外游客展现
云南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越来越多的云南餐饮企业、酒店都
加入到了过桥米线创新的有益尝试，出
现诸多富有创意的产品，让百年过桥米
线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餐饮消
费进入“外卖时代”，越来越多的过桥米
线品牌也在开拓着外卖市场。记者在美
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看到，桥香园、福
华园、建新园等昆明老牌过桥米线店都
开通了过桥米线外卖服务，精致的餐盒
包装、畅通的运送链，保证了外卖过桥
米线的品质，实现由“进店吃”到“点外
卖”的转变，也为过桥米线拓宽了市场
销路。

闯出去，共分享

过桥米线发源于云南，但随着市场
的不断发展，许多过桥米线品牌、商家
都开始拓展省外甚至海外市场，寻求新
发展。

在美国纽约，云南人耿利恒开了一
家名为云之南的餐饮店，主打云南特色
美食，如汽锅鸡、铜锅洋芋饭等，其中也
包括过桥米线。云之南开在纽约大学附
近，消费人群主要是在美的中国留学
生。耿利恒使用的是一种袋装干米线，
高汤则是自己按照一定比例加鸡骨、猪
骨等熬成的。“在美国，日本菜和越南菜
是很受欢迎的亚洲料理。而中餐，论历
史，云南菜不如粤菜在海外传播时间
长；论口味特点，云南菜不如川菜鲜明，
因此对于外国顾客的吸引力有限。此
外，米线属于快餐，学生、上班族是它的
潜在消费群。”耿利恒认为过桥米线在
海外推广困难。

但耿利恒依然积极寻求销路。“目
前，我们的推广渠道以纽约当地华人的
微信公众号为主，我经常都能遇上因为
看了公众号来店里消费的顾客。”耿利
恒补充到，他也尝试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进行推广，希望能吸引到更多顾客。

再创新，天地广

在云南省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联
合创会会长杨艾军看来，云南过桥米线
之所以好吃，除了米线原料本身的选材
讲究外，许多配料也非常关键，只有好
的原料配套好的辅料才能制作出一碗
优质的过桥米线。

“想强化云南过桥米线特色，本地
特色食材必不可少，而这对于过桥米线
的供应链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唯有很
好地解决供应链难题，才能稳定地迈出
拓展全国市场的步伐。此外，菜品的标
准化也是制约过桥米线餐饮企业向外
发展的主要因素。这要求餐企具有专业
的研发和管理体系，并建立起一套标准
化的操作流程，确保每家门店执行到
位。”杨艾军表示。

他认为，过桥米线的零售化或成为
过桥米线品牌突出重围的新方向。“随
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米线
产品的零售化必然是一个趋势，这对米
线品牌在食品工业生产方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记者在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搜
索“过桥米线”，发现许多商家推出了
各式各样的方便过桥米线。调查发现，
这类方便过桥米线与传统过桥米线有
较大区别，如几份调料包并不能完整
还原传统过桥米线所具备的 10余种
佐料，并且用料方面，大多以米粉、粉
丝来代替米线，仅有少部分商家使用
的是保湿鲜米线，产品丰富和成熟程
度相较于“网红”螺蛳粉和酸辣粉低了
不少。

可以看到，云南过桥米线“走出去”
前景可期，但是，还需要更多企业和商
家不懈努力、不断创新、勇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