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人说起酱菜，既可以指

用蔬菜等加工的腌制品，也包括

老酱、豆瓣酱、豆豉等酱制品。云

南酱菜不仅传承着传统的云南风

味，也正积极谋求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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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许多消费者提到，对比
国内其他知名品牌，云南酱菜存在着
粗加工产品多、老产品多、新产品少等
问题。

留学生小吴认为，云南酱菜的地方
特色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产品种类较
单一，包装也比较传统，而且知晓度还
不高。“酱菜商家可以考虑和米线厂家

等做出联名套餐，方便想要做正宗云南
风味菜品的厨房‘小白’。”市民钱先生
表示。丽江市民周女生说：“本土酱菜在
推广方式上可以再创新，比如可以打造
属于自己的品牌形象，让更多人通过品
牌形象记住云南的酱菜。此外，本土酱
菜在创新研发中能不忘本，包装换了、
品质不换。”

云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商务部门加大对云南酱菜调料品
牌发展的扶持，支持拓东酱油、昭通酱等
品牌技术改造提升，利用昆交会、南博
会、中华老字号精品博览会等推广云南
品牌，并与电商平台等合作搭建线上平
台。接下来，还将继续促进线上线下的融
合发展。

8月25日至29日，2021南亚东南
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会（简
称商洽会）将在线上亮相，会期5天。

此次商洽会将把握《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和中老
铁路即将建成通车的机遇，主动衔接
RCEP规则、规制及标准，突出“沿边”

“跨境”特色，不断推进与南亚东南亚
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不断提升数字
经济以及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层次和
水平。

为了让读者更好了解 RCEP，本
期“2021商洽会来了”专栏，继续邀请
云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朱立、
云南省国际贸易学会商务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周希宁，结合近期研究，分享和
RCEP有关的机遇。

问: RCEP 会 为 云 南 带 来 哪 些
机遇?

答：RCEP的签署有利于推动东亚
经济一体化进程，对外发出致力于构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
制的信息，加速改善地区贸易和投资
环境，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我们认为，对云南而言，RCEP带
来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关税优惠降低成本，要素流
动更加顺畅。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能够大幅降低商品成本，便于更多其
他国家优质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企
业和消费者都将从中获益，这也将有
利于刺激我省内需。此外，RCEP的生
效实施将大幅提升东南亚国家的贸易
便利化水平，这也将极大地促进云南
边境贸易和口岸经济发展。

二是原产地累积规则和相关条
款，将有力推动云南省与东盟国家产
业价值链的建设。在今年一些大型国
际会议的讨论中、一些专家接受媒体
采访时，都对原产地累积规则进行过
解释。简单来说，在其他国际贸易协议

中，A国到B国投资，B国对A国一般
会有增值要求，比如30%、40%。

而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意味
着，A国到B国投资前，产品(可以是最
终成品、半成品、散件)只要在协议的
其他缔约方 C、D、E等国家有过增值
加工步骤，即可累积计算。比如A国原
本只能满足 20%的增值水平，但借助
RCEP这一规则，它可以将增值水平
提高到 40%，从而满足B国投资要求
或者享受零关税。

这一规则极大地便利出口、跨境
投资，能够促进整个亚洲内部的要素
流动。它也有助于促进云南企业优化
供应链、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提升采
购灵活性，加强云南企业与周边国家
企业的产能合作。而营商环境改善和
投资保护条款，有助于云南企业对东
南亚国家的投资，降低对外投资风险，
提升云南企业国际化经营效益和国际
竞争力。

三是RCEP投资领域负面清单制
度，将促进云南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
RCEP是我国首次在自贸协定中，在
投资领域采用负面清单，其开放程度
将超过以往协定的承诺水平，这将对
成员国企业来华投资形成强大的吸引
力。云南正在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这也能进一步提升
云南利用外资水平。

四是 RCEP将加速促进中国 (云
南）自贸试验区的产业集聚和发展。
RCEP的实施，将有利于推进自贸试
验区建设，加强其与国家级经开区、综
合保税区、边（跨）境经济合作区、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的联
动发展，促进开放平台的转型升级。从
而加强优势产业培育，进一步改善营
商环境，深入区域经贸合作，推动建设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本报记者韩成圆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云
南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平台。每年的
南博会、商洽会，和自贸试验区有关的
内容，都“吸睛”又“吸金”。

随着 2021 商洽会的脚步越来
越近，云报集团海外传播官，泰国
主播陈慕筠（Pan）也走进中国 (云
南 )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围绕她
和泰国朋友们好奇的内容进行了
解和提问。

陈慕筠（Pan）一到昆明片区，就对
这里的综合服务中心产生了兴趣。

在综合服务中心，她了解到片区
早已将新兴技术应用到了服务中。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都是为了让群众和企业能有更舒
适、智能、便捷的办事服务体验。”陈
慕筠（Pan）感慨。实地走、实地看，她
还发现在 24小时自助服务专区，办
事人员可以通过自助终端机打印营

业执照以及各种票据，还可以自助办
理身份证。

“我参观了‘一业一证’办理窗口。
在这里，办事人员只需准备一套资料，
仅需填写一张申请表，就可以在一个
窗口，完成原本需要到 4个窗口办理
的事项。这大大节约了企业的人力和
时间成本。”陈慕筠（Pan）说。

在综合服务中心，泰语工作人员
钟慧娟为她介绍了专门服务新设企业
的柜台、为法人提供的各种登记服务。
在和柜台工作人员的交流中，陈慕筠
（Pan）也得知，不少外国人会前来咨询
关于公司注册、投资的相关政策方面
的信息。这里快捷、贴心的服务，受到
各方好评。

“我想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泰国网
友，希望他们走进越来越开放的云
南。”陈慕筠（Pan）说。

本报记者胡丽仙韩成圆

最近，云南果逸花谷·宝珠梨文化
旅游区（以下简称果逸花谷）内，叶绿果
大的宝珠梨已挂满枝头，煞是喜人。对
云南果逸花谷·宝珠梨文化旅游区负责
人吴海明来说，更让人欣喜的是，2019
年 3月到 2021年 6月，入园人数已经达
40万人次。

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缪家
营社区的果逸花谷，究竟为何能吸引如
此多游客入园？“宝珠梨好吃。”游客刘伍
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果逸花谷的宝珠
梨，皮薄肉嫩、汁多味甜，是我的最爱。”

“园区每年预计产出 300多吨优质宝珠
梨。游客入园不仅能品尝鲜梨，还能吃到
梨膏、梨醋、梨干等梨产品。”吴海明说。
呈贡宝珠梨产于呈贡区，至今已有 900
多年的种植历史，是云南省闻名的特产
水果之一。目前，果逸花谷种植有上千株
宝珠梨，多株“梨王”树龄近200年。

为提升宝珠梨品质，果逸花谷成立
了专家工作站，邀请梨树专家对园区内
宝珠梨品种进行保护和创新。同时，果逸
花谷与呈贡区农业农村局合作，建立了
梨树品种基因库。2019年，园区还启动
了宝珠梨标准化智慧果园及智慧农业管
理信息化系统建设。

“好玩。”对于陈依蔓来说，在果逸花
谷可以野炊烧烤，可以和“小梨人”拍照，
还可以带孩子体验造纸、蔬菜采摘、喂养
小动物等活动。“果逸花谷是我与娃一起

亲近自然的首选。”陈依蔓说。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进行宝珠梨和

宝珠梨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同时，也在园
区尝试更多新玩法。”吴海明表示，果逸
花谷已自主编辑出版了关于宝珠梨历史
的书籍、绘本，还设计了专属的“小梨人”
形象。今年3月，果逸花谷成功举办了第
一届果逸花谷百年梨乡文化节。“园区专
门为3岁至13岁的孩子量身打造了户外
科普体验基地——科普驿站，设置了农
耕文化体验区，不仅如此，园内还开展春
秋游、夏令营等活动。”吴海明介绍，园区
的魅力在于“吃”梨，既有物质层面的

“吃”也有精神层面的“吃”。
“果逸花谷太好玩了，我还要来。”

今年暑假，呈贡新区第一小学三年级学
生赵浩然参加了果逸花谷组织的夏令
营，6天的活动让他回味无穷。“在老师
的带领下，我们进行素质训练，到科普
驿站学习科学知识，到农耕文化区体验
造纸、磨豆腐，还和同学们一起看电影、
做游戏。我在这里不仅学到了知识，还
玩得很开心。”

如今，果逸花谷已发展成为一家集
儿童户外教育、果蔬采摘、田园烧烤、户
外露营、农耕体验于一体的田园户外综
合体。“未来，我们将在‘农业+’的道路
上继续探索，不断提升宝珠梨品质，进一
步升级完善园区研学产品。”吴海明说。

本报记者姚程程李吒

什么是最“泰国”的美食体验？是
水果摊上冰爽的水果？是铃声清脆的
冰淇淋车？是路边的奶茶咖啡摊？还
是路边小店里的鸡油饭、猪脚饭、泰
式炒粉？

泰国是世界上路边摊经济最发达
的国家之一，泰国路边美食以亲民的
价格、热闹的氛围和不输大饭店的口
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曼谷、清
迈等城市的传统集市上，点一份小吃、
配一杯冷饮，耳边的当地民间音乐和
着热情的叫卖声和欢快的谈笑声，成
了很多人最深的泰国记忆。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让旅行变得遥不可及。在昆
明从事餐饮行业 16年的泰国人吴敏
卿心里萌生出了一个想法：虽然在
昆明吃到泰国菜很容易，但是说到
正宗的泰国小吃还真没有。为了给
昆明泰餐爱好者们“解解馋”，吴敏
卿想开一家“路边摊”。就这样，今年

5 月，一家名为“泰国路边”的小吃
店，随着昆明南强街巷金碧市集的
开街而开门营业。

茂盛的热带植物、白色的清爽
墙壁、黄色的高脚凳、木质的门窗和
整排的啤酒……小店的外形也像一
家名副其实的“路边摊”。店面虽小，
小吃种类却很丰富，你能吃到冬阴
功、凉拌方便面、舂木瓜沙拉、烤虾、
烤鱼等泰国小吃。“我们的店取名为

‘泰国路边’，就是想把地道的泰国
小吃以及泰国路边小吃文化带给大
家。”吴敏卿说。

不到饭点，“泰国路边”的点餐口
前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店前的餐桌
上，食客们一边吃着小吃一边谈笑。

“自从疫情以来我就一直没能回泰国，
在这听着泰国音乐、吃着泰国小吃，仿
佛回到了家乡。”在昆明工作的泰国人
陈女士说。

本报记者胡丽仙

从老酱菜里找寻新味道
本报记者刘子语徐腾延韩成圆沈燕实习生姜小丫

酱菜浓缩着悠久的饮食文化，它们
不仅征服了本地食客，也让许多外国朋
友惊艳。从消费者的反馈可以看到，云
南酱菜的老品牌需要有“不服老”的劲
儿，寻求“逆生长”的突破。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吃得
放心是消费者对食品的首要要求。现如
今人们对饮食的需求早已不满足于果
腹、美味，更注重品质、安全和健康。少
油、少盐、少糖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追求，
酱菜正成为消费者的另一个关注领域，
消费趋势的升级变化应该成为酱菜行
业提升质量、树立形象的契机。经过长
期发展，不少酱菜品牌企业已经积累了
较稳定的客群，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企
业有可能因此少了突破“舒适区”的动
力，品牌形象跟不上时代，好产品就会
被“耽误”。

跳出云南看国内其他品牌，在海内
外都拥有大批拥趸的“老干妈”，从种
子、种植、加工、销售的持续升级，健全
产业链，产业更加智能化，工艺不断创
新，市场也更为广阔。此外，许多“老字
号”品牌也着眼于多元的产品，为不同
类型的消费者带来不同的体验，还有不
少企业选择“跨界”“触网”，突出文化品
牌和时尚感。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对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提
出，要推动全省绿色食品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迈向价
值链高端。从市场动态可以看到，云南
政府部门、企业正在积极拓宽酱菜等产
品的营销思路，升级产品。

老品牌如何焕发新活力已经不是
一个新话题，但总能引发思索与讨论，
或许正是因为市场随时变化，常思常研
才能常新常青。 刘子语

2021商洽会来了

RCEP，会为云南带来哪些机遇

故事

跟着Pan“打卡”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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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目的地

“农业+”有玩场

香味，漂洋过海

在 68岁的昆明退休教师马女士家
里，昆明本地的水豆豉、七甸卤腐和弥
渡酸腌菜在烹调中都是常用的调料。

“水豆豉和酸腌菜从小就陪伴我长
大。”马女士的记忆里，一碗正宗的昆
明米线必不可少的就是腌菜。几十年
的老味道，让她对老牌子有了更深的
依恋，用酱菜的传统由父母传下来，自
己又教给了儿女。南京大学生小钱在
网上看到小锅米线的制作视频后很感
兴趣，便想自己做一碗正宗的云南小

锅米线。于是，他在网上购买了云南的
食材和酱料。

24岁的昆明姑娘小吴在外留学，她
经常通过网络或者是线下店购买牟定
腐乳。“云南人是出了名的‘家乡宝’，在
外面上学总会想念家乡的味道。”小吴
说，在外求学时，总要带点家乡特产，拿
酱菜随便炒个饭，也就有了家乡的味
道。在泰国读研的小杞是普洱人，每次
回国都会买些云南的水豆豉带到泰国。
身边的泰国朋友们在小杞的推介下，也

逐渐喜欢上了水豆豉，还让小杞帮他们
“代购”。

在云南人的餐桌上，酱菜可以下白
粥米饭，也可以成为让菜肴升华的点睛
之笔。那让人“上头”的味道不仅让本地

“干饭人”痴迷，也让很多外省、外国朋友
们难忘。从业超过45年的昆明厨师高美
琼曾在外国工作过，她说，在云南家常菜
中，总能发现酱菜的妙用，当她把酱菜带
到国外，外国朋友都为云南美味竖起大
拇指。

市场，四方出击

柬埔寨暹粒市的中国调味品店铺
里，出售着拓东酱油、单山蘸水、弥渡酸
腌菜，牟定腐乳、泸西苦荞酒以及云南菌
菇等农特产品。老板晏开海来自四川宜
宾，原来是一名川菜厨师，曾经在昆明工
作。2018年，晏开海到柬埔寨寻找商机
时发现，当地中餐馆和中国企业对中餐
调料需求很大，但购买不便，他便开起了
自己的小店，专门销售来自中国各地的
调味品和特色食品。在昆明工作多年的
经历，让他对云南酱菜有了偏爱，于是，
他把云南的酱菜等商品也带到了柬埔
寨。晏开海说，疫情下的生意不好做，但
来自云南的特色产品为他带来了不少订
单，不仅吸引了在当地生活的中国人，也
不乏柬埔寨人。

随着云南与周边国家经贸、人文交

往的深入，云南酱菜走向了海外市场。市
场拓展，也给产品品牌和质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云南宏斌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斌公司”）的“宏斌”牌小米
辣连续三年获得云南省“10大名菜”称
号，两年荣登榜首。该公司生产的腌菜、
黄姜等也是业内知名的产品。企业获得
了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等称号，是康师傅、今麦郎、海底捞、李锦
记、海天等 400余家大型食品企业的核
心供应商。

“在企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
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
是核心竞争力’的体会尤为深刻。”公
司董事长任洪冰感叹道。宏斌公司在
江川、建水、弥渡等地建有精深加工

厂，建立了小米辣等蔬菜专用发酵菌
种分库，建立了国内先进水平的发酵
工艺精准控制生产技术体系，其中小
米辣、黄姜发酵精准控制技术达到全
国领先水平。他们还建有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制定了一批技
术和产品标准，并与多个高校、科研院
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技术创新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宏斌公司的产品销售到国内外 100
多个大中型城市。虽然疫情对出口市场
有影响，但国内客户的订单保持火热。
根据消费者对绿色、养生的消费喜好，
企业还创新应用益生菌进行蔬菜发酵，
发酵周期由 90天缩短为 7天，产品口味
和品种向低盐化、绿色化、方便化方向
发展。

提升，多点发力

观察

“不服老”才能“逆生长”

酱菜生产车间 供图

果逸花谷一景

果逸花谷农耕体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