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云南滇中新区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
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以创新
推动发展，为辖区企业营造了浓郁的创业
氛围，企业家们在这片投资兴业的沃土上
书写着一个个创业故事，云南华尔贝光电
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曾最林就是其中的
代表之一。

以初心赢得市场尊重和信任

1996年，曾最林踏上云岭沃土，在西
双版纳州访亲期间，偶然了解到胶农使用
的照明工具质量低劣，不但照度低、续航
短，漏液、死灯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
胶农的生产和安全。凭自己所学，他毅然
决定在湖南家乡创办自己的小工厂，以技
术革新解决胶农的照明问题。2004年，成
立昆明华尔贝电器有限公司，将在湖南的
工厂全部迁到昆明，先后开发HB01-HB06
以及至今还在继续生产的迷你 I型等割胶
灯产品，在矿用和民用领域再次刷新行业
认知，成了全国同行学习和模仿的主要品
牌。2010年在地方招商引资政策支持下，
曾最林创办的华尔贝公司最终扎根滇中
新区。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曾最林坚信
“人无信不立、家无信必衰、企无信必危”的
经营理念，也始终坚持“标准决定水准，人
品决定产品”的质量方针，确保每一件产品
精细化、零缺陷。2003年，由于初创企业管
理尚不成熟，一批次产品在出厂后发现存
在质量瑕疵。曾最林没有选择遮掩或逃避
责任，果断全部召回货值200多万元的割胶

照明产品。20多年前，曾最林依然选择坚守
初心，以用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对有质量瑕
疵的产品进行全部召回并替换，最终成功
通过了这次严峻考验。也正是因为此举，华
尔贝赢得了市场的尊重和信任并持续至
今。此外，华尔贝对假冒伪劣绝不姑息。
2013年，华尔贝就曾通过公安机关查获假
冒华尔贝产品 1.2万余件，涉案金额达 600
余万元，

在依法维护企业知识产权和商标权的
同时，切实保护了割胶工人及煤矿工人的
生命安全。

以创新引领可持续发展

在曾最林看来，华尔贝的创业路，除了以
自身的创业精神为支撑，还受益于滇中新区
这块国家级试验田的培育和滋养。比如，今年
来滇中新区将“经营主体”与“产改主体”深度
结合，创新推出“营商环境+产改”等工作模
式，在曾最林看来，这些都为华尔贝进一步创
新与发展注足了底气和活力。

曾最林表示，创新是企业的发动机，华
尔贝始终把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融入万物
互联的健康智慧照明，立志通过研发生产
高科技、高品质产品，成就国货潮牌。华尔
贝历经 30年的艰苦创业和技术沉淀，研发

生产出便携式户外照明、智能护眼台灯、智
能音箱、智能穿戴、校园健康护眼照明、森
林防护智能预警、城市景观亮化等高质量
产品。目前，公司产品遍布全国市场，且远
销南亚、东南亚等地区。

作为滇中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华尔贝深耕 LED 照明领域，始终并持续
夯实研发、生产、创新等环节不松劲，先
后荣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云南省企业技术中心、质量走
廊示范单位、名牌产品等多项荣誉。此
外，获得国内外核心专利 100余项，荣获
被誉为全球设计领域“奥斯卡”之称的美
国 MUSE 设计金奖、美国 IDA 设计奖、意
大利A设计奖等国际工业产品设计奖，目
前正在积极申请国内外外观和发明专利
20 余项。为加快推进产品标准化、规范
化，华尔贝积极参与多项国家标准、团体
标准、地方标准的编制修订工作。“在滇
中新区的倾心培育下，华尔贝将继续全力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曾
最林信心满满地说。

华尔贝正在努力打造国货潮品，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植入产品设计理念，创造
全新照明体验，引领照明行业新潮流，让全
球用户感受中华文明的力量和温度。

本报记者肖永琴

云南华尔贝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创业之路——

科技创新点燃智慧之光

本报讯（记者李燕）为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提升惠企便民服务水平，切实解决企
业、群众在工作日“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
的堵点、痛点、难点，滇中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在持续推进“预约服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
等基础上，升级推出“午间不打烊”服务模式，
让企业、群众享受到贴心服务。

据介绍，8月26日起，滇中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综合窗口在工作日午间12:00—13:00期
间正常对外开放，为办事群众提供不间断服
务。服务内容涵盖市场准入、项目建设、社会
事务等多个领域的业务咨询、受理和办理等。

同时，为确保“午间不打烊”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滇中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合理调配人员，安
排业务骨干轮流值守，确保窗口服务不断档；
加强值班人员的业务培训，让其熟悉各类业
务办理流程和相关政策法规，为群众提供准
确、高效的服务；完善配套设施，为中午前来
办事的群众提供舒适的等候环境和必要的便
民服务用品。

“午间服务措施非常便民，值得点
赞。”“中午吃饭时间也能办理业务，真是
太贴心了。”滇中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
的“午间不打烊”服务获得了办事群众、企

业的纷纷点赞，真正实现了服务时间与群
众需求的精准对接。“午间不打烊”服务不
仅仅是时间上的延长，更是服务理念的转
变和优化，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政务服务的
温度和便利。

近年来，滇中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不断深
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政务服务改革，推
动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创新政务服务方式，
不断探索更多便利民生、激发市场活力的新
举措，深入践行“让群众少跑腿”的服务承
诺，推进政务服务水平稳步提升、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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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优航科技自主研发的H7型发动机——
在我省实现从零到一关键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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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联盟成立

八街街道枧槽营村——
薄荷飘香 致富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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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内集团不懈追求技术创新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战略并进

滇中新区交出跨越发展亮眼答卷
2版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管主办 滇中新区报社 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3-0057 邮发代号：63-3 每周四出版

2024 年 9 月 5 日 星期四 甲辰年八月初三
总第 477 期 本期 8 版 新闻热线：0871-64116757

世界坐标上的滇中 新区视野中的世界

本报地址：昆明市日新中路516号云报传媒广场 数字报网址：http://www.cnepaper.com/dzxqb 手机版网址：http://www.cnepaper.com/dzxqb/h5 主编/李向雄 尤祥能 审读/方学良 校对/黄萍 马丽 胡洪斌 许自怡 本版责编/肖永琴 美编/赵行伟

滇中新区推出“午间不打烊”政务服务

走进企业看活力

聚力打造产业高端、绿色低碳、智慧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滇中新区努力成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
本报记者李向雄喻劲猛

●完成路网规划建设项目约260个，累计完成综合交通投资约846.67亿元

●赴外开展精准招商2097次，引进到位资金12004.82亿元，共引进1029个项目

●各项经济数据与成立初期相比均已实现翻番式增长

●经济总量在19个国家级新区中排名第13位

本报讯（记者 喻劲猛）“‘滇中资本超
市’的入驻，标志着临空产业园金融服务
体系的重大升级，也将为新区‘四上’企业
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8月 30
日，“滇中资本超市”入驻滇中新区临空产
业园揭牌仪式在云南临空高新技术产业
园举行。

“滇中资本超市”是由滇中股权公司牵
头打造的集金融产品集聚、创业资本对接、
营商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致力于为滇中新区企业和招商引资项
目提供全面、高效、多元的金融服务，助力
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滇中新区打造临空经济示范区的
核心区，临空产业园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航空物流产业，
拥有约 191万平方米产业园区建筑，配套
资源齐全，综合承载力强，是新区聚集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载体。云南临空高
新技术产业园自今年 7月 19日开园以来，
目前已引入企业近300家。

“为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提升企

业服务效能，临空产业园引入‘滇中资本
超市’，将在原有服务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升级，从金融层面解决企业从招商落地到
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需求。”滇中新区临
空先进制造业发展局局长苏志云表示，园
区将充分利用“滇中资本超市”平台，加强
政企银三方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化、个性
化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帮助企业降低融资
成本、拓宽融资渠道、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为新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滇中资本超市’将发挥资源整合、资本
对接及综合服务功能，提供融资聚合、创业资
本对接、营商配套和人才服务四大业务服务，
更好服务园区企业，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质效。”滇中股权公司董事长卯航介绍。

揭牌仪式后举办了首场以“资本赋能·
创新驱动”为主题的金融会客厅专题培训
活动，邀请云南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等专业机构，围绕区域性股权市场、资质申
报与专利转化等方面最新政策导向和具体
申报要求开展培训，新区近30家企业代表
参加。

“滇中资本超市”入驻新区临空产业园

本报讯（记者 舒珺珩 通讯员 马初霞
梁靖雯）9月2日，记者从云南航空产业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悉，今年暑运期间
（7月1日至8月31日），云南省内机场共保
障航班起降达 9.6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
1365.28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 7.51万吨，
同比 2023年暑运分别增长 0.48%、6.27%、
6.29%。其中，昆明机场起降达 6.04万架
次，旅客吞吐量达895.05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达6.31万吨，同比2023年暑运分别增长
0.09%、7.27%、5%。

在旅客流量方面，云南省内机场单日
旅客量屡创新高，8月 16日云南省内机场
旅客吞吐量单日突破24万人次，昆明机场
旅客吞吐量单日突破16万人次。

出入境方面，记者从昆明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获悉，暑期以来，昆明口岸出入境流
量整体呈现持续高峰状态。暑运期间，昆明
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50.5万余人次，
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900余架次，同比分
别增长92.4%、72.4%，日均8100余人次，同
比增长92.4%，单日最高旅客量为1.01万余
人次。

暑运期间，昆明口岸出入境内地居民
达38万余人次，约为去年同期的1.9倍。出
境热门地为泰国、马来西亚、老挝，家庭游、
学生游成为暑期出入境的主力军。随着免
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便利人员往来措施
不断优化，昆明成为东南亚旅客首选入境
地。暑运期间，昆明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9.6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86.2%，马来西亚、泰
国、老挝等国是入境人数排名前列的国家。

昆明机场暑运旅客吞吐量昆明机场暑运旅客吞吐量
达达895895..0505万人次万人次

金秋九月，喜看丰收——
每两分钟起降一次航班，见证着昆明

长水国际机场作为中国八大区域枢纽机场
之一的繁忙；每天飞驰在中老铁路国内段
数十列客车、货运列车从云南滇中新区呼
啸而过……

在云南滇中新区即将迎来挂牌成立 9
周年之际，奋发有为的数据振奋人心：9年
来，滇中新区共完成路网规划建设项目约
260个，共计约 1055公里，累计完成综合交
通投资约 846.67亿元；赴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区域开展精准招商 2097次，引进
到位资金 12004.82亿元，共引进 1029个项
目落户新区。其中，引进世界五百强企业17
家，中国五百强企业 23家；2023年，滇中新
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105.2亿元，同比增
长 9.3%，各项经济数据与成立初期相比均
已实现翻番式增长，经济总量在全国 19个
国家级新区中上升至第13位。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高质量发展步稳蹄疾

2015年9月7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云
南滇中新区。9年来，滇中新区围绕国家赋予
的“一点一极两区”4大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和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圆满完成了“一年打基
础、三年见成效、五年大跨越”的发展目标。

9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按照省委、省政
府“滇中新区要努力成为全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云南现代化建设中走
在前带好头”要求，滇中新区围绕全省

“3815”战略发展目标，紧盯“六个春城”建
设，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大力推进

“以产为主、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
合、宜居宜业”的发展目标，全面加快中国
式现代化新区实践步伐，高质量发展步稳
蹄疾，为云南跨越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今年以来，滇中新区大力实施“百件实
事比作为百舸争流建新功”双百行动。上半
年，新区直管区规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46.24
亿元，同比增长 21.3%；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57.4%，增速在昆明市排名第一，经
济发展呈现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

9年来，作为滇中新区两翼的安宁市和
嵩明县，立足各自资源和优势，为新区的腾
飞添油加力。

安宁市围绕“新型城市化先导区、昆明现
代工业基地”发展定位，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取得新成就。2023年，全市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716.55亿元，同比增长8.9%；完成规
上工业总产值1662亿元，增长6.2%，绝对值
连续两年居全省第一，占昆明市比重达
30.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7%，增速位
居昆明市第一。在2024赛迪百强县榜单上，
安宁市蝉联上榜，排名从去年的第79位上升

至第73位，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县（市）。
嵩明县以“十大行动”为抓手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县地区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4.6%；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
长 46%，排名全市第一；实际利用外资
4654.62万美元，同比增长3525%，排名全市
第一；全县外贸进出口完成7.3亿元，同比增
长156.8%，获评全省唯一优秀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

打造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样板
推动“三大经济”一体化发展

9年来，在滇中新区这片建设的热土

上，一个个项目拔节“生长”，经济数据向前
跳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依托长水国际机场航空辐射优势和中
老铁路“主轴”，主动对接磨憨—磨丁经济合
作区，用好托管昆明综保区的平台优势，充
分发挥“综合保税+国际口岸+临空经济”的
联动效应，滇中新区联动周边、融入国内、接
轨国际。

新区聚集发展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
料、航空产业等新兴产业，着力打造全省新质
生产力发展样板，力促传统产业高端化、高新
产业规模化、优势产业集群化，有力推动资源
经济、口岸经济、园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打造云南生物医药产业高地步履坚
实，新区已建成运营中国中药、国药控股、
昆药集团等一批重点项目。国药集团昆明
血液制品有限公司项目“智慧工厂”试生产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成功下线，全省首个千
吨级血液制品产业化项目顺利投运，填补
了我省血液制品生产的空白。2023年，昆明
血制以高智能化数字化科技水平、行业产
业发展强引领带动作用入选工信部年度智
能制造示范工厂。 （下转第三版）

旅客办理值机业务。 本报记者舒珺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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