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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溢满滇中新区

走进长水社区长坡村小组，映
入眼帘的是平整的水泥路面，两侧
商铺林立，小小的集市上人来人往，
弥漫着云南乡村特有的“烟火气”。
在一条小巷尽头，是欧阳建荣夫妻
经营的小坝塘农庄。

2005年，欧阳建荣和妻子在昆
明做绿化项目。随着女儿的长大，教
育成了问题。2013年，他们放弃了昆
明的生意，回到妻子的老家长坡村。

“当年，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转场不到
一年，到处都是商机，我们商量后就
认准了开农家乐。”欧阳建荣回忆，彼
时村里的土路都成了水泥路，再也没
有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情况，
村集体经济也好了起来，大家都有忙
不完的事。

与小坝塘农庄距离不远处就是
滇中新区临空产业园区，农庄建成
不久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当时的生
意只能用‘火爆’来形容，不但有机
场的员工，产业园里的工人都会过
来用餐。”欧阳建荣说，因为村子周
边基础设施不错，交通方便，农庄菜

品又丰富，110个餐桌经常座无
虚席。

谈起子女教育，欧阳建荣有
愧疚，也有欣慰。当年，服务的项
目在哪，女儿就转学到哪，成绩一
直不理想。“回村后，女儿初中在昆
三中空港实验学校，后来考上云南
艺术学院幼教专业，是个大学生
了。”欧阳建荣满脸笑容地说，“老
二是男孩，在昆一中空港学校上学，
读书从没让人操过心。”他说，虽然
前几年对不起大女儿，但两个孩子
都赶上了好时代，能在那么好的学
校读书，以前是想不到的。

2016 年以来，在社区的支持
下，每逢重阳节欧阳建荣都会在农
庄宴请全村 70岁以上的老人。“现
在村民都有房有车，不但可以到产
业园或者机场打工，还有村里的分
红。”欧阳建荣说，随着新区的发展，
肯付出都能把日子过得红火，但自
己返乡有作为，就要反哺乡亲回报
社会，为居民融合融洽、互敬互爱尽
一份力。

长水社区居民欧阳建荣：

在沃土上走出致富路

“2007年1月，昆明新机场建设
工程奠基，当年8月，我来到昆明新
机场建设指挥部担任副指挥长，成
为一名机场建设者，见证了新机场
的建设、发展和长水航城在两年多
时间里拔地而起并快速发展到一座
新城的变迁。”到今年，昆明长水国
际机场已运营12年，但那段热火朝
天的建设历程在王进胜眼中依然历
历在目。

1995年，王进胜从部队转业到
民航云南省管理局（云南航空公司）
工作，从 2003年开始，历任云南机
场集团总裁助理、昆明新机场建设
指挥部副指挥长等职务。昆明长水
国际机场建成投入运营时，又任机
场副总经理，并于2016年入住长水
航城，成为长水航城第一批住户。

“现在的长水机场、长水航城与
2007年相比，我想用巨变两个字来
形容。”王进胜回忆道，17年前，位
于大板桥镇东北方向 20余平方公
里的整个长水机场和长水航城片区
基本就是荒山荒坡。经过数万名建

设者 4年多的艰苦奋战，在填筑近
千条沟壑，挖填 3亿多立方米土石
方，建成一座大气巍峨的航站楼和
两条当时国内等级最高的沥青跑道
后，2012年 6月 28日，昆明长水国
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云南民航由
此跨入发展新纪元。

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基本建成
并即将投入运营时，长水航城启动
建设，并于2016年迎来了第一批住
户。“作为第一批住户，我看着长水
航城从最初的荒地蜕变成一座现代
化的城镇。”王进胜说，长水国际机
场投入运营后的第 7年，旅客年吞
吐量便达到4807万人次，成为我国
排名靠前的国际枢纽机场。

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改扩建，建成后，机
场将成为全球航空网络的战略性枢
纽节点。王进胜满怀期待地说：“希
望机场改扩建后，能为云南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长水航城也
越来越美丽，汇聚更多的人流和企
业，进一步向现代化新城蝶变。”

“变化太大了，以前从没想过自
己的家乡会变得如此美丽。”谈起产
城融合给家乡带来的变化，24岁的
颜欢一脸自豪。

颜欢家在嵩明县杨林镇龙保社
区下四板桥居民小组。在她小时候，
下四板桥还是个传统的小村子，村
民多以种植玉米、大豆为生。“村里
来来往往就那几个街坊邻居，自己
就特别想出去看看外面的天地是个
什么样。”颜欢笑着说，让她没想到
的是，忽然有一天，改革的春风吹到
了家门口，昔日偏远的下四板桥村
一下子热闹起来。

2008年，嵩明县委、县政府成
立了嵩明职教基地管委会，启动嵩
明职教基地建设。随着云南爱因森
软件职业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文理
学院的入驻，嵩明职教基地掀起了
建设热潮。同时，随着杨林经开区如
火如荼的建设，给龙保社区居民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职教基地和经开区的建设吸
引了大量外来人口。”颜欢回忆道，
村里来了许多外地人租房子，以自
家居住为主的住宅一下子满足不了
市场需求。大家纷纷翻盖新房，按宾
馆的格局将每层楼隔成几个单间，
再以每个单间每月 100元至 400元
不等的价格出租。“我家是整栋出

租，租金每年在 2万元左右。”颜欢
说，2009年以后，租房成了当地居
民又一主要经济来源。此外，随着进
驻杨林经开区和职教新城的工厂、
学校越来越多，许多年轻人纷纷走
进家门口的工厂打工。“我丈夫也在
经开区的工厂里上班，父母还种着
大棚蔬菜。”颜欢说，如今，家里收入
稳定，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去年，星巴克也开到了家门
口。”颜欢兴奋地说，随着杨林经开
区和职教新城的建设，龙保社区辖
区内开起了昂谷商业中心、忠兴港
苑等商业体，吃的、穿的、用的各种
物品琳琅满目，根本不需要再到昆
明购物。“当然，现在去昆明也非常
方便。”颜欢说，以前到昆明得先去
到杨林镇，再从镇上坐大巴车去昆
明，辗转半天时间才能到，“现在家
家户户都有车，道路又修得四通八
达，一个小时就到市中心。”

如今，龙保社区还建设了文化广
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游泳馆、社区
卫生院、商业区等，大大提高了居民的
幸福指数。“谁能想到，偏僻的小山
村如今建设得像个小城市，生
活在这样的宜居宜业的环
境里，是我们最大的
幸福！”颜欢开
心地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载砥砺奋进，

每一次历史的突破，每一份满意的答卷都凝聚着各行各业劳

动者的辛勤付出。

滇中新区人通过勤劳、实干、创新，经济、产业、交通、生

态和民生等方面均取得了亮眼成绩，多领域高质量发展持续

推进，收获从“小家”到“大家”的幸福。近日，滇中新区报记者

采访了6位新区人，聆听他们讲述自己溢满幸福的成长经历

和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国运昌盛，民之福焉。没有祖国的强大，我们就不会有今

天的幸福生活。欣逢盛世，让我们透过滇中新区的发展，一起

来感受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聆听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脉

搏，乐享蒸蒸日上的幸福美好生活。

从2004年至今，汪莉已经在昆
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从事检查员工
作 20年了。汪莉介绍：“2004年，在
巫家坝机场的查验台仅仅是一张桌
子。检查员用电脑或肉眼查验护照
信息。那时候每天出入境航班仅有
七八个，集中在中午起飞和到达，外
国旅客每天大概几百人。每个检查
员每年查验人数在1万人左右。2012
年，我们搬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查
验台由简易的玻璃房变成智能查验
台，出入境航班量和旅客量也大幅
增加。以2019年为例，全年旅客出入
境流量达455.9万人次，居全国空港
口岸第七，民警年均验放量4.6万人
次，排名全国第一。我在2019年的验
放量达到6.4万人次。”

从最开始的新奇到现在得心应
手，汪莉说最不怕的就是挑战自己。

“刚从事检查员工作的时候是新奇
的，每天都能和不同国家的旅客沟
通交流。最担心的是接触到一些国
家的护照印制没有防伪标识，没有

盖章，几乎很难辨认旅客信息是否
正确的时候，生怕出现验放错误。这
些年，随着各国护照逐渐规范化，同
时，自己积累了不少经验，查验的速
度不断提升，失误率也越来越少。现
在压力最大的反而是在暑运或春运
等人流密集时段，通常会有5至6个
红眼国际航班同时落地，自己坐在
查验台上，明明感觉已经查验了很
久，可是入境大厅里的人群却没减
少，内心其实是有些撑不住的，只能
咬咬牙鼓励自己，再努力、再专注一
些。”她说。

“20年来，我始终对工作心怀
敬畏。边检工作不仅是国家安全和
稳定的守护者，也是地方经济发展
和社会秩序维护的重要力量。我无
时无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和严谨地
面对每一位旅客，因此，有时我在面
对旅客时看起来有点‘凶’。但在深
夜时，旅客的一句‘谢谢你，辛苦了’
也能让我感动得好像一点儿也不疲
惫了。”汪莉感慨。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检查员汪莉：

旅客出入境逐年增加

“云南安宁产业园区（新能源电
池片区）今年成功创建成为云南省首
批零碳园区之一。这标志着园区在绿
色低碳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
伐。”谈及园区发展变化，安宁产业园
区管委会副主任苏伟很感慨。

安宁产业园区找准产业赛道，
规划打造千亿级绿色新能源电池产
业，短短两年时间实现了产业的“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湖南裕
能、杉杉股份、华友钴业等头部企业
率先集聚，云天化、云南祥丰等本土
企业投资项目跟进上马，正极、负
极、电解液“串珠成链”的前行态势，
被授予云南省绿色低碳制造业集群
称号。“通过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
我们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率，还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
济效益。”苏伟介绍道。

园区协同推进多能互补高效
化，建设了“光伏—储能—蒸汽集中
式”的区域能源互联网络。实施园区

250MW光伏发电项目，先期完成分
布式光伏建设 14.6MW，新增绿电
2.1亿千瓦时，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
能源成本。同时，安宁产业园区还推
动数字化管理平台的搭建，以实现
园区的智能化管理。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园林式
的工作环境，让园区企业都能享受
到绿色福利。”苏伟介绍，安宁产业
园区制定了《绿美三年行动计划》和
专项规划，确保绿化效果和成本的
合理控制。

安宁产业园区在绿色高端化发
展方面的努力，不仅提升了园区的
整体形象和竞争力，也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能源利用和环
境治理，安宁产业园区正朝着建设
全国一流的零碳园区迈进。“我们正
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安宁产业园
区将不断探索和创新，为实现零碳
目标而努力。”苏伟说。

安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苏伟：

园区迈上绿色发展路

近年来，随着产城融合一体化推
进、重大项目落地建设以及道路交通
网络的日益便捷，越来越多的人流、
物流向滇中新区小哨街道片区聚集，
居民们开始谋划发展新方向，开起了
农家乐，“80后”李利琼家的“金琼农
家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步入“金琼农家乐”，院子里绿植
葱茏、鲜花盛放，厨房里李利琼正忙
着给客人做菜，热气腾腾的黄焖羊
肉、清汤老鹅、香辣猪蹄新鲜出炉，香
气扑鼻。“自家种的蔬菜，家养的鸡、
鹅，新鲜又健康。生意好的时候一天
能接待80多个客人。”一个个绿色农
特产品、一道道农家菜肴，正在不断
地拓宽李利琼夫妇的增收致富之路。

“以前我们这里交通条件不好，
农户种植的蔬菜水果很难卖出去，
外面的人也很少进来。现在，每天进
出的车辆数都数不过来。”谈起家乡
的新变化，李利琼最大的感触是交
通条件越来越便利了。2019年，看
着家乡建设热火朝天，李利琼夫妇
决定回乡开设农家乐。

“农家乐要有特色，最好是做到

本土化。”对于经营，李利琼有自己的
想法。“金琼农家乐”菜肴以农家菜为
主，突出农家特色，坚持立足农村、就
地取材，让顾客吃上地地道道的有机
农家菜。同时，因地制宜挖掘自身优
势，从“吃、游、购、娱”多方面出发，打
造了集水果采摘、篮球运动等于一体
的综合农家乐，全方位满足消费者的
休闲需求，吸引了来自昆明市区、嵩
明县及小哨街道周边的众多回头客。

“一年下来收入有15万元左右，还可
以在家照顾老人，我很满足。”开办农
家乐实现事业、家庭双丰收，李利琼
觉得日子越过越幸福。

“现在我们周围开了好几家农家
乐、小吃店，乡邻们在家门口做起生
意，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李利琼
说，当下滇中新区的乡村游发展得越
来越好，更多城里人选择来乡村追寻
绿色、亲近自然，正是农家乐发展的
好时机。“交通条件好、自然环境美，
新房子村的发展前景很不错，下一步
我们想扩大经营规模，推出更多特色
农家菜，吸引更多顾客前来休闲娱
乐。”对于未来，李利琼信心满满。

小哨街道居民李利琼：

用心经营幸福生活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建设者王进胜：

见证机场和航城的蝶变

龙保社区居民颜欢：

家乡变美 日子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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