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啦哩椰子片、香蕉片……这些
都是我们公司的品牌产品，也是最受顾
客喜爱的商品……”昆明市云纺东南亚
商城一楼一家泰国商品店里，泰籍店员

卢冰云（中文名）用流利的中文向顾客
介绍店里的商品。

2020年是卢冰云来昆明的第 12个
年头。“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奶奶说，
我们的祖籍在中国广东省汕头市，所以
我一直想来中国看看。”卢冰云说：“我
的中文名就是奶奶起的，我的中国朋友
都说很好听。”

2008年的夏天，成绩优异的卢冰云
顺利地申请到云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
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就读名额，开启了她
的中国之旅。

“虽然祖辈都是中国人，但来中国之
前，我的中文基础几乎为零，我也很担心
自己是否能适应这里的生活，可是当我
拖着行李，踏上昆明的土地，一种莫名的

亲切感涌上心头，那一瞬间，我相信自己
一定能把中文学好。”卢冰云说。

“我喜欢昆明，这里的人很热情。当
然，这里的美食是我的最爱。”来昆明12
年，卢冰云已经有了一个“中国胃”。现
在，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下班后约着同
事或朋友一起去吃火锅或烧烤。

因为热爱，所以留下。2012年，完成
学业的卢冰云进入云南昆泰广大贸易
有限公司（金啦哩泰国商品店）。这是一
家全外资公司，成立于 2007年。卢冰云
上学的时候就常来这里兼职，一方面可
以和顾客们交流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
平，另一方面是想把所学到的专业学以
致用。“进入公司后我的职位是一名财
务人员，我们的店不大，除了包括我在

内的两位泰籍员工，还有 10位中国员
工。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大家互相帮助，
一起把店经营好。”

在交谈期间，卢冰云还不忘向我们
介绍店里的情况。她说店里所有商品都是
泰国原装进口。除此之外，公司还打造了
属于自己的金啦哩品牌，生产符合中国
消费者喜爱的泰国特色商品，如椰子片、
香蕉片、蜂蜜、海鲜酱料、冬阴功调料包
等。她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对泰国商品特别是泰国美食情有独钟，
他们的店让中国顾客不用到泰国也能自
制一份酸爽可口的冬阴功酸辣虾汤。

“这里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卢
冰云笑着说，“家人也很支持我的选择和
工作，所以我在这里生活得开心、安心。”

卢冰云：把“泰国味”带给你

“我到过世界各地的 50多个国家，
最终还是觉得中国昆明最适合我。”
2020年 12月 20日，在昆明通过组织英
语角从事外语教学的英国人伊恩，接受
记者在线采访时如是说。

伊恩曾在英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工
作，退休后于2017年春节和夏季两次来
昆明度假。当年年底他决定到昆明定
居，安享晚年生活。

在伊恩看来，云南的魅力不仅在于
气候，更在于这里能够兼顾工作、生活、

居住环境等，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一
方面，这里生活成本不高、物超所值，而
且空气质量好；另一方面，云南景色秀
丽，当地人开放包容，通过在昆明举办
英语角，伊恩已经认识了不少云南朋
友。“在中国，不少人退休后要么打麻
将，要么跳广场舞，现在还有不少云南
朋友选择跟我学英语使大脑保持活跃，
我也从他们那儿学到了汉语，还知道了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等中国谚语。”

更为幸运的是，伊恩去年在英语

角结识了来自南京的杰茜卡。杰茜卡
10年前和父母一起来昆明定居，是一
名自由职业作家，平时为网络媒体写
影评和书评。2020年 6月，二人在昆明
呈贡结婚。由于杰茜卡可以待在家里
从事写作，他们把工作和生活有机融
合在一起，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状态。

“她在家里写作，我就为她下厨；写累
了，她就陪我到英语角放松一下。”今
年年初，伊恩和杰茜卡计划到腾冲度
假、泡温泉。

伊恩：“梅开二度”夕阳红

尼中媒体论坛主席柯绍·什雷斯塔
曾多次到访云南。自 2017年尼泊尔《嘉
纳阿斯塔国家周报》与云南日报报业集
团合作推出尼泊尔文《中国·云南》新闻
专刊以来，他对云南有了更多的关注。

在柯绍·什雷斯塔看来，通过尼泊
尔文《中国·云南》新闻专刊等尼滇双方
媒体搭建的平台，尼泊尔民众更加了解
了中国特别是云南省对外开放的进展，
这些合作本身也是云南积极与周边国

家交流互鉴的体现。
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柯绍·什雷

斯塔更感受到开展媒体国际交流合作
的重要意义。当年，《嘉纳阿斯塔国家
周报》与云报集团在网站和“脸书”上
开展了合作。同年 11月，云南与尼泊尔
的新闻主管部门、媒体机构等共同举
办了线上线下联动的“美丽云南·香格
里拉”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尼泊尔站活
动。这些尼泊尔与云南之间的合作新

动态，柯绍·什雷斯塔都持续关注并积
极参与。他说，在疫情给全球带来影响
的背景下，媒体需要加强合作，发挥有
效作用，发出应有的声音，加深人民之
间的相互了解。

柯绍·什雷斯塔说，他期待着与云
南媒体在微信等平台上拓展合作，加强
媒体人才能力建设、交流和互动，深化
民心相通，并以民心相通促进旅游等产
业发展。

柯绍·什雷斯塔：尼中媒体往来多

“受疫情影响，我虽然不能到云
南，但近几天我又结交了好几位云南
朋友。”最近两个星期，缅甸战略和国
际问题研究所、缅甸曼德勒绿色城市
公共有限公司顾问吴钦貌梭已经连续
参加了“第一届RCEP（云南）专家对话
会”“中国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国际视频研讨会等“云”
上会议。

在会上，滇缅合作是吴钦貌梭最关
注的话题。“如何共谋滇缅合作新路
径？”“如何共享RCEP机遇，促进滇缅共
同发展？”……听到云南专家发表这些
观点，吴钦貌梭就认真地记下来。会议
结束后，他还会找相关专家在网上继续
讨论，表明自己的看法。

吴钦貌梭虽然和这些云南专家不
曾谋面，但他们彼此都相聊甚欢，最后

都结交成为了新朋友。他说：“我到过云
南8次，云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参
加‘中缅智库高端论坛’‘中国—南亚东
南亚智库论坛’等活动中，我早已结交
了许多云南智库的老朋友。”

“在增进缅中智库专家交流中，推
动缅甸和中国云南合作迈向新阶段。”
吴钦貌梭和他的云南新老朋友们共同
期待着。

吴钦貌梭：云南是第二故乡

逛展会、买东西、交朋友、谈合作，
自2014年以来，柬埔寨王国新闻部副国
务秘书青廉几乎每年都要到云南参加
中国—南亚博览会（简称“南博会”）。

在他看来，南博会不仅为来自世界
各国的参展商搭建了商品展示交易的
平台，同时在经贸、科技、新闻、医疗、文
化、智库等领域形成了长效沟通、交流
合作的机制。随着其吸引力和国际影响
力不断提升，这场盛会让云南越来越充
满“国际范”。

旅游馆、农业馆、新材料馆、东南
亚馆、生物医药与大健康馆和文化创
意馆……南博会的展出规模逐年扩大，
每个展馆都特色鲜明，展品琳琅满目，

精彩纷呈。“南博会就是云南对外开放
的一个缩影。过去6年，每一次到云南来
都有新发现和新收获。通过南博会，我
可以感受到云南的变化和发展，也可以
了解到云南与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南亚
东南亚各国的沟通和合作正在不断向
前迈进。”作为南博会的常客和云南人
的老朋友，青廉对云南的政策和未来发
展格外关注。

除了参观展馆，青廉还参加过新闻
媒体座谈会、各类投资洽谈会、智库论
坛等系列活动，几年下来，他结识了包
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外国朋友，国际“朋
友圈”不断扩大。“我的很多外国朋友都
是通过参加南博会认识的，他们来自中

国、泰国、越南、老挝、缅甸、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有官员、学者、新闻记者、企
业家、教师和艺术家。”现在，青廉时常
通过微信和电话与他的外国朋友们联
络，努力将这份可贵的“南博缘”一直延
续下去。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青
廉无法亲自参加南博会，但他依旧密切
关注云南的发展和南博会的相关信息。

“听说‘永不落幕的南博会’在线展启用
区块链技术，链接起了柬埔寨在内的全
球展客商之间的沟通需求。柬埔寨的香
米、芒果、腰果、胡椒等优质农产品，通
过‘在线展’被更多外国消费者了解和
认可。”新技术、新模式、新应用，刷新着

国内外企业和买家的参展体验，也让青
廉对南博会和云南的发展有了新的认
识和感受。

青廉：“南博缘”难能可贵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多次到过云
南，云南在老挝也有很多投资项目。”
老挝计划与投资部副部长康占·翁森
本说，她注意到，《中共云南省委关于
制定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下称《建议》）提出：中老泰
国际运输通道全面畅通。“相信在硬件
设施的完善与双方政府政策的支持

下，老滇互联互通建设力度将会越来
越大，双方将会迎来更加光明的合作
前景。”

康占·翁森本对进博会有着特殊
的感情：“一直以来，我都在关注着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前我也参加过
该展会。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没
有参加。”她说，从进博会她看到了中
国政府对老中两国在投资领域合作的

关注和重视。
从2020年12月1日起，中国给予老

挝贸易往来税收优惠政策，她觉得这对
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将会使两国的
投资迈上一个新台阶。她认为，云南作
为中国唯一一个与老挝接壤的省份，在
老中两国合作中具有重要区位优势。康
占·翁森本期待着，老滇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美好明天。

康占·翁森本: 关注老中新合作

“我教会新西兰人吃香椿。”每当讲
起自己在海外推广滇菜的趣事，归侨杨
晓东总会露出灿烂的笑容。作为云南省
餐美协副会长、保山市侨商促进会会
长，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朋友
宣传推荐滇菜。

在中国云南，香椿是人们餐桌上
的一道美味。而在新西兰奥克兰，当地
人则把香椿当作观赏植物。杨晓东在
旅居新西兰时，发现每年春天都能看
到满山遍野的香椿。在一次美食节上，
杨晓东为新西兰人制作了香椿炒鸡
蛋，香椿独特的味道征服了外国朋友
的味蕾，也让他们见识到中国饮食文
化的博大精深。

不仅如此，作为保山人的杨晓
东，还向新西兰人推荐了保山特色美
食——口袋豆腐。杨晓东亲自动手，
向大家展示了如何将黄豆制成口袋豆
腐。其间，杨晓东介绍了豆制品的营养
价值以及中国注重营养健康的饮食习
惯，令外国朋友大开眼界，对中国菜产
生浓厚的兴趣。

美食，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的
桥梁，而杨晓东则是搭起那座桥的人。

2013年，杨晓东回到中国发展，继
续推动滇菜走向世界。近几年，他组织
参与了“文化中国·味道云南”活动，走
进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在当地推广中
国饮食文化、推荐滇菜。不同于一般的
美食交流活动，杨晓东经常带领着许多
中国厨师到国外教授当地人如何烹饪
中国菜。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在缅甸的
一次活动中，有一位小姑娘每天都来参
加培训，她认真做笔记，还用手机拍下
美食制作过程。通过交流，杨晓东了解
到，这位小姑娘是缅甸籍华人，她的爷
爷奶奶都是云南保山人，她想学会做保
山菜，让身在异国他乡的爷爷奶奶吃到
家乡美味。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通
过美食文化，向心系祖国的广大华人华
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云南声音。今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杨晓东暂时不能
在海外举办“文化中国·味道云南”活
动。但他推广滇菜的脚步并未停下，他
积极与各国餐饮美食协会对接沟通，推
动了不少海外华侨在国外投资中餐厅，
大家合力推动滇菜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段建鑫

2020年 12月 30日，由云南日报报
业集团多语种外宣网站云桥网与大象
书店合作的“澜湄书屋”在昆明恒隆广
场大象书店揭幕。

目前，柬埔寨语《高棉》杂志、老挝
语《占芭》杂志、缅甸语《吉祥》杂志、泰
国语《湄公河》杂志等外文刊物已在“澜
湄书屋”里上架。接下来“澜湄书屋”将
继续推广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相关
的书籍、报刊杂志、文创产品等，促进云
南与大湄公河流域国家的人文交流。

近年来，云报集团着力通过报、
刊、网、新媒体平台讲好澜湄流域的友
好故事，在大湄公河流域国家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从 2018年开始，云报集
团已连续举办 4届澜沧江—湄公河国
家新闻官员及媒体记者培训班，邀请
到澜湄流域的 100多名新闻官员和媒
体记者到云南、浙江等地，了解中国大
地上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2019年，云
报集团承办了中缅媒体双城论坛
（2019）昆明峰会，在增进中缅“胞波”
友谊中发挥了区域性主流媒体的作
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云报
集团依托云桥网等国际传播平
台，发出抗疫国际合作的响亮
声音。

建立“澜湄书屋”旨在依
托云报集团的国际传播优
势和大象书店的品牌影响
力，把中国（云南）和大湄
公河流域国家的民间友好
进一步推向深入。大象书店
创始人杨雄表示，未来几
年，大象书店线下活动的重
点将放在和东南亚国家相关
的内容上，希望在“澜湄书屋”
的基础上，与云桥网深化合作，通
过组织讲座、沙龙等方式，让云南
和东南亚之间增进了解、加深感情。

除“澜湄书屋”外，当天还有一座澜

湄交流之桥亮相——云桥网越南语频
道恢复上线。至此，云桥网已开设汉语、
英语、柬埔寨语、老挝语、缅甸语、泰国
语、越南语 7个频道，覆盖澜沧江—湄
公河流域所有国家语言。

云南民族大学越南语外教陈氏青
娥是云桥网的越南语频道译审。“云桥
网是外国受众特别是大湄公河流域国
家受众了解中国、云南的重要窗口。我
将与同事们一起把越南语频道办成越
南受众喜欢、爱看的平台。”陈氏青娥
说，希望自己能为澜湄合作和友谊贡献
一份力量。

信息的交流有助于产业的发展，当
天来到活动现场交朋友找信息的昆明
盛世桃源农业科技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正在为水果产业国际化发展忙碌着。他
们希望今后用数字化为云果全产业链
赋能，促进云南与大湄公河流域国家的
水果产业合作。
本报记者刘子语朱海/文 张若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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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情牵彩云南
本报记者覃雪丹沈燕张莹琳刘子语王靖中王世学胡丽仙韩佳咪

回望“十三五”、展望“十四五”，云南主动服务和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建设中国面向南亚东南

亚辐射中心。云南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不少外

国朋友与彩云南之间留下了情深谊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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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侨商促进会会长杨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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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书屋”:拓展交流新空间

本报讯（记者韩成圆）近日，记者
获悉，根据《云南省省级步行街改造提升
试点工作方案》要求，云南省商务厅将在
昆明融创滇池后海商业步行街等23条
步行街开展第二批省级步行街改造提升
试点。

23条步行街是：昆明融创滇池后
海商业步行街、昆明大观市井风情文
化街、昆明官渡古镇步行街、建水临
安古城主题特色步行街、个旧环金湖
步行街、弥勒红河水乡小镇步行街、
河口中越异域风情街、大理双廊镇民
族文化街、大理喜洲古镇步行街、剑
川白族原乡民族风情街、玉溪青花
街、普洱茶城大道阳光悦城步行街、
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商业步行街、景洪

告庄西双景步行街、曲靖樵楼夜市特
色商业步行街、罗平民族特色步行
街、梁河南甸步行街、水富沙坪中路
步行街、临沧茶马古镇步行街、沧源
步行街、大姚西河印象商业步行街、
禄丰金山古镇文瑞步行街、禄丰黑井
镇特色旅游步行街。

据了解，改造提升试点将坚持市
场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
会参与，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步行
街建设和商业运营、加强区域统筹；立
足步行街现有基础，将步行街改造提
升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实现步行街与
周边区域联动发展、突出鲜明特色，形
成一批人气旺、特色强、有文化底蕴的
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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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尔·尤玎：安家春城创新业

他来自孟加拉国，目前和太太、女
儿一家三口生活在昆明。

纳什尔·尤玎 2013 年来到昆明，
之后一边在跨国企业上班，一边在云
南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对于云南这
几年来的变化，他可谓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7年前刚来云南大学留学
时，只觉得昆明是个风景优美、气候
宜人的城市。后来才发现，这里有的
绝不仅是友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还
有满满的商机。”

2014年，尤玎在昆明第一次接触到
了电子商务行业，并立即被它巨大的发
展前景所吸引。不久后，他和几位来自
德国和西班牙的朋友成立了一家跨境
电商咨询企业，取名昆明跨桥咨询有限
公司，且一直担任首席执行官至今。值
得一提的是，尤玎2020年还取得了博士
学位。

除了跨境电商以外，有机农业也是
尤玎一直关注的领域。他曾在昆明附近
承包土地，专门种植新鲜的有机水果和

蔬菜。2019年起，尤玎开始计划利用自
己的计算机专业知识，组建团队创立一
个服务于云南及东南亚、南亚国家农户
的线上农产品平台。据介绍，这个平台
的目标是将农业与云计算结合起来，让
南亚、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农产
品，特别是水果流动变得更便捷。

尤玎期待，“十四五”时期云南的一
系列开放举措，特别是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的建设，能创造更多商机，造
福区域内的各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