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我们和云南省滇商大
会策划组织省内咖啡企业一同报
名参加‘SCAJ世界精品咖啡大会
暨展览会2024’，将于10月上旬赴
日本进行行业交流和产品展示。不
少云南咖啡企业报名参加。”云南
云中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亦眉向记者介绍公司产品即将
首次“出海”的准备工作。

据悉，在全球同一纬度下，相
比美洲产区、非洲产区的咖啡豆，
云南产区在海拔、光热条件、降水
量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普洱、临沧、保山、德宏等地的咖
啡种植面积和咖啡豆产量占全国
的 98%以上，但精品咖啡豆仅占
5%。“要实现云南咖啡产业高质
量发展，不能只满足于普通咖
啡、速溶咖啡。我们应深耕精品
咖啡豆的种植、品质、烘焙、冲
泡……在每一个环节提升咖啡从
种子到杯子的产品品质。”王亦眉
说，通过深度、中度和轻度烘焙的
精品咖啡豆，在 83度热水冲泡下
会呈现李子酸、焦糖甜、红茶香等
不同风味。王亦眉以一款云中巷
咖啡产品“蔷薇”为例，经过中浅
烘焙，萃取咖啡豆中的橙花、芒

果、甜橙、草莓等果香气，为喜欢
清新口感的品尝者提供适口性较
好的饮品体验，“由于离原产地距
离近，节约了部分采购成本，我们
的产品价格也更加亲民。”

2022年，云中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落地滇中新区中关村电子城
（昆明）科技产业园。王亦眉介绍，落
户新区的原因主要是看中了交通条
件便利和园区周到的服务，“从临
沧、保山等云南咖啡产区收购咖啡
豆，运到滇中新区用时少，损耗也相
应较少。去年，园区还组织我们参加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为我们了
解韩国、俄罗斯市场提供了机会，也
为今年拓展跨境电商合作、海外参
展等业务提供了经验。”

“从全球市场角度来看，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具有丰富的
咖啡产业市场经验，孟加拉国、东
南亚地区等国被认为是精品咖啡
的新兴市场。最近我们公司正在和
澳大利亚的电商公司沟通，希望能
够借助他们丰富的市场经验帮助
云南咖啡走向高端化、产业化，同
时，将持续开拓周边国家市场，让
云南的精品咖啡飘香世界。”

本报记者舒珺珩

端午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口岸
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06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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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专项行动计划》
确定钢铁炼油合成氨水泥4个行业节能降碳目标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在云南
焕发新气象 展现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 马逢萃）记者
从国家发改委网站获悉，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钢铁
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
《炼油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
计划》《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专
项行动计划》《水泥行业节能降
碳专项行动计划》。

相关文件明确了钢铁、炼
油、合成氨、水泥 4 个行业节能
降碳的主要目标：到 2025年底，

在能效提升方面，钢铁行业高
炉、转炉工序单位产品能耗分
别比 2023 年降低 1%以上，电
弧 炉 冶 炼 单 位 产 品 能 耗 比
2023 年降低 2%以上，吨钢综
合 能 耗 比 2023 年 降 低 2% 以
上，余热余压余能自发电率比
2023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以上；
炼油、合成氨行业能源资源利
用效率进一步提升；水泥熟料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 2020 年
降 低 3.7% 。2024—2025 年 ，通
过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

设备更新，钢铁、炼油、合成
氨、水 泥 行 业 形 成 节 能 量 约
32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
碳约 8400 万吨。在产业升级方
面，继续实施粗钢产量调控，
全国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
在 10 亿吨以内，合理控制新增
合成氨产能，水泥熟料产能控
制在 18 亿吨左右。钢铁、炼油、
合成氨、水泥行业能效标杆水
平以上产能占比均达到 30%，
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完成
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时指出，“云南经济要发展，优势
在区位、出路在开放”。2020 年，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云南时指
出，“希望云南努力在建设我国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上不断取
得新进展”。滇中新区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在云南省委、省政
府和昆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围绕国家赋予新区“打造我国面向
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
这一战略定位，依托中老铁路“黄金
线路”，与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昆明片区、昆明综合保税区、磨憨
—磨丁经济合作区等联动，做强昆
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空枢纽功能，推
动新区发展联动周边、融入国内、接
轨国际，让滇中新区成为开放合作
的高地、投资兴业的沃土，有力支
撑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

“引进来”+“走出去”
打造国际贸易企业集聚区

5月至 8月是榴莲成熟和销售
旺季。5月以来，在泰国东部尖竹汶
府KAF集团数字化车间内，工人们
对刚采摘的榴莲进行自动化分拣、
加工、包装，“KAF”“金猴”“金凤壹
号”品牌新鲜榴莲和“金猴一杯榴
莲”“泰果妙韵”品牌冷冻榴莲等就
是从这里出口到世界各地，也搭上
中老铁路“快车”抵达昆明消费者
手中。过去，泰国榴莲从公路运输
到昆明约需5天，如今只需3天。据
悉，依托中老铁路“黄金线路”，

KAF集团将在滇中新区建设榴莲
特色产业供应链项目，进一步拓展
市场。

“KAF集团创建于 2005年，是
泰国水果行业出口领域的引领者，
总部位于泰国尖竹汶府，集水果的
种植管理、采后收购、产地预冷、冷
冻仓储、预选分级、加工包装、冷链
配送于一体，经营品种涵盖榴莲、
山竹、椰子、龙眼等，是中国各大商
超、电商平台、带货网红、社区商店
的首选产品。”KAF集团创始人兼
董事长高一心介绍说，目前，该集
团在上海、嘉兴、青岛、昆明、沈阳、
长沙、郑州、广州等地均设立了业
务子公司。

“我们将在滇中新区特色云品
产业园建设生鲜加工生产线 2条、
包装生产线 1条，目前已着手厂房
装修和生产设备采购。预计项目达
产后，近期年产值将不低于 10亿
元，远期年产值将达50亿元。”高一
心介绍，企业将依托中老铁路和昆
明长水国际机场的交通优势，开展
榴莲进出口贸易、农副产品批发零
售、冷链食品加工制造等业务，把
从泰国进口的榴莲，在项目数字化
车间进行分筛、加工包装后，销往
全国各地。

为助力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负责项目引进的滇中新区航空现
代服务业发展局积极协助企业于

5月 28日完成注册，并帮助企业联
系银行解决外资注册资本金缴纳
等事宜。

除新引进项目外，目前，滇中
新区已有 287家外贸企业，2023年
进出口贸易总额为647.27亿元，进
出口额占云南省进出口额的
25.01%，占昆明市进出口额的
48.08%。其中，出口额为 99.48 亿
元，进口额为547.79亿元。

在昆明综合保税区空港片
区，云南黄金矿业集团滇金国际
工贸有限公司的国际标准金加工
中心主要从境外采购粗金原料，
加工成可在伦敦金银市场协会
（LBMA）以及纽约商品交易所
（COMEX）交割的国际标准金锭，
品牌为“滇金”。2023年，滇金国际
生产约 5吨黄金，实现进出口贸易
额约40亿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滇金国
际的加工原料来源于全球黄金产
地，如大洋洲、南美洲、南亚、东南
亚等地区。“国际标准金加工中心
落户昆明综合保税区空港片区之
前，国内的海南省和国外的新加
坡、老挝、缅甸等国家都在选址考
察范围，最终敲定在昆明综合保税
区空港片区开展粗金原料保税加
工业务，非常符合企业发展的需
要。”滇金国际总经理吴立斌说，滇
中新区区位优势非常明显。首先，

从周边国家回收的粗金原料，通过
航空运输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
航距短、航班多，可定点的包机多、
物流便捷；其次，云南与周边国家
陆路接壤，像老挝的一个黄金矿山
离云南近、离本国机场距离较远，
通过陆路口岸通道运输比航空运
输便捷，成本也更低；此外，顶层设
计赋予了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
射中心的政策优势。“南亚东南亚
国家资源丰富，但受技术制约只能
生产粗金，没有加工成含金量
99.99%标准金的能力。公司可以发
挥深加工的优势与南亚东南亚国
家合作，市场潜力巨大。未来，滇金
国际将抓住云南省打造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机遇，在昆明建
设国际标准金加工中心、国际标准
金交易中心及国际标准金储备中
心。”吴立斌信心满满地说。

外贸企业的蓬勃发展，将推
动新区构建大开放新局面。记者
从滇中新区管委会获悉，新区将
强化国际贸易企业集聚区建设，
加大跨境电商头部企业招引力
度，积极协调省级部门支持跨境
电商产业园和海外仓建设，促进
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深度融合，
进一步营造国际化、便利化的开
放环境。同时，做强枢纽功能，做
活航空口岸，激活综保区，联动自
贸试验区，构建形成与国际通行
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体
制，打造辐射中心的重要支点，全
力打造“开放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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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新区把“经济通道”转变为“通道经济”

奋力打造枢纽型开放新高地
本报记者 吴霄肖永琴

本报讯（记者 周凡）“政府
搭建平台，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
的契机。产业链上下游及跨界的
企业家们聚在一起，既拓展了空
间，也促进了发展。”6 月 6 日，
滇中新区第三期“企业服务周”
活动在临空产业园（北园）企业
服务中心举行。作为本次活动的
重点推介企业，中驰三龙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汤尔滨在介
绍企业的同时，向与会企业家们
分享感受。

活动当天，除中驰三龙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外，康乐卫士有限
公司、云南阅众航空科技有限公
司、家家兴食品有限公司、环华
新材料包装有限公司、福德机电
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新

区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电力
设备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在建项
目电力设备需求等深入交流，探
讨合作的可能，共谋高质量发展
之路。

中驰三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在配电设备制造领域深耕近 30
年，主要从事高、低压成套电器以
及低压电器元件的设计、制造、销
售和服务，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安
全可靠的智能变配电整体解决方
案。“我们与先导（昆明）新材料科
技产业园先后达成 3000多万元的
项目合作。”汤尔滨说，“公司有能
力为在建企业提供一揽子解决方
案。欢迎有在建项目或产品需求
的企业家来实地考察。在同质、同
价的基础上，新区的企业如果能

形成产品和技术互补，将带来更
多合作前景。”

“穿针引线”、精准对接，滇
中新区通过“企业服务周”助力
辖区企业间优势互补、双向奔
赴。“我们生产环保成套设备，其
中电力控制系统占比很大，高底
压产品都有涉及。但对设备要求
较高，不知道能否展开合作？”
福德机电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经
理赵勇祥提出企业需求。“项目
地块正在平整。‘同质、同价’说
到我心坎上了，到时候肯定要合
作。”家家兴食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熊定稳发言。“辖区内的企业
互相采购，新区有专门的政策支
持。”滇中新区临空先进制造业
发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在场的

企业家。
活动中，各企业负责人还对

项目进展、经营状况、存在问题等
进行交流。“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我们不仅要帮助
企业打通本地供需‘内循环’，还
要做好企业问题诉求情况台账，
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滇中新
区临空先进制造业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新区多部门不断
靠前服务，合力帮助企业用好惠
企政策、解决诉求，让企业间相互
了解、信息共享、产品互供，为合
作共赢创造更多机会。

中驰三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汤尔滨作企业推介。

活动结束后，各企业负责人聚
在一起交换信息，互留联系方式。

本报讯（记者 周凡 通讯员
猫红凡）为有效整治电动自行车
违规停放充电、非法改装等问题，
近日，滇中新区应急管理工作专
班（安委办）、滇中新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空港经济区消防救援大
队、大板桥派出所、长水街道办事
处组成专项检查组，开展电动自
行车第三次集中夜查行动。

检查组深入长水街道办事处
板桥社区对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开展检查，重点对电动自行车是否
擅自改装原厂电气配件、拆改限速、
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
池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检查。针对
发现问题，检查组当场提出整改意
见，督促门店负责人迅速整改，并提
醒店铺负责人加强电动自行车质量
检验，杜绝非法拼装改装电动自行
车、蓄电池等行为，增强消防安全
意识，从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

下一步，滇中新区多部门将
加大整治力度，严格做好消防安
全管控工作，督促单位严格落实
消防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消防安
全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 张雁群 通讯员
黄远飞雷雨）记者从磨憨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获悉，端午节假日 3
天，磨憨铁路口岸共计验放出入境
旅客1628人次，同比上升28.29%。

据悉，自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
车开行以来，因其经济、便捷、舒适
的特点，成为许多中外旅客前往中
国和老挝学习、经商、旅游的首选
出行方式。据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统计，自开行以来，截至 6月 10
日，磨憨口岸共计验放来自 92个
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旅客超21万
余人次，其中验放外国人39687人
次，占比 19%，外国人入境事由排
名前三位的依次是观光旅游、探亲
访友和会议商务。

今年4月13日，中老两国铁路
部门在中国西双版纳州至老挝琅
勃拉邦两大著名旅游城市间增开
一对国际旅客列车，包括通关时间
在内，全程旅行仅需 5个小时左
右。开行近两个月的时间，截至 6
月 10日，新增开行的一对国际列
车验放出入境旅客达6453人次。

中国西双版纳州、老挝琅勃
拉邦都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
资源丰富多彩，不管是自然风光
和民族风情都独具特色，每年吸
引着大批游客旅游打卡，中老铁
路的开通，为加快城市发展、便利
中外游客跨境旅游、促进沿线旅
游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端午节小长假磨憨铁路口岸
出入境旅客同比上升28.29%

云南云中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让云南精品咖啡飘香世界

本报讯（通讯员 杨勇 霍树琳
记者 马逢萃）近日，中石油云南
石化有限公司发布《环境保护公
报》（以下简称《公报》），这是该企
业连续第7年发布《公报》，从多个
方面向社会披露云南石化针对环
境保护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
成绩成效。

《公报》显示，云南石化全面
推进绿色发展战略，总计投入 21
亿元建成可靠、高效的废水、废气、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和固废
处理设施，实现超低排放。实施“双
碳”目标，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每年
近8万吨速度递减。每年减少二氧
化硫排放 1500吨、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VOC)排放1000吨、化学需氧
量（COD）排放约 50吨。截至目前，
废水深度处理回用率达80%，年排

放化学需氧量（COD）少于20吨。
《公报》显示，近年来，云南石

化在实施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
获评“国家绿色工厂”“全国石油
和石化行业绿色工厂”、工信部

“绿色发展先进水平”千万吨炼厂
第一名。获批云南省重污染天气
重点行业绩效 A级企业，两次摘
得国家和行业能效“领跑者”标杆
荣誉。

据悉，云南石化投产以来，累
计加工原油7139万吨，生产汽油、
柴油、航空煤油、液化气等产品
6827万吨。及时向社会公开重要
环境信息，常态化举办公众开放日
活动，先后有 1万多名社会公众、
媒体记者走进炼厂，让“绿色炼厂、
开放型炼厂、负责任炼厂”形象深
入人心。

中石油云南石化
总计投入21亿元实现超低排放

新区助力辖区电力设备企业供需“双向奔赴”

滇中新区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夜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