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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省（区市）农业精品亮相南宁
本报讯 11 月 8 日至 10 日，2024 年

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
行。同期举办的全国农业精品品牌推
介会，吸引了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农业农村部门代表、行业协会
负责人、采购商等，携各地“当家”好物，
集中展示推介。

（杨 陈）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
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食品价格高位回

落，叠加汽油价格下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略有回升，
同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
点。专家预计年内CPI将继续保持回升趋
势，核心CPI仍将维持温和水平。 （熊丽）

10月份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敦煌文化绽放新光彩

春涌滇池五百里，花开昆明万卷书
■图文/昆明市人民政府

新疆铁路发货量较去年提前29天突破2亿吨
本报讯 截至 11 月 9 日，新疆铁路

2024 年货物发送量累计达 2.001 亿吨，
相较去年提前 29 天突破两亿吨大关。
今年以来，新疆经济运行发展态势持续
向好，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日益旺盛。今

年以来，新疆铁路双口岸站通行中欧(中
亚)班列数量持续走高，达1.35万余列、
同比增长13%；口岸过货量达2400余万
吨、同比增长12%，均创历史新高。

（穆志鹏）

公益广告：各地形象宣传

一、概况

昆明，别称春城，是云南省省会、滇
中城市群中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
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
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7个区、3个县、代
管 1 个县级市和 3 个自治县，总面积
21473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483.52平方
千 米 ，常 住 人 口 695 万 人 ，城 镇 人 口
511.52万人，城镇化率73.6%。

昆明地处中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
中部，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
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
巴”的独特区位，处在南北国际大通道和
以深圳为起点的第三座东西向亚欧大陆
桥的交汇点，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
放的门户城市，位于东盟“10+1”自由贸
易区经济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圈的交汇点。

昆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
之一。约3万年前，即有人类生活在滇池
地区。战国至东汉初，滇池周围的“滇人”
建立滇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滇文化”。
公元前109年，西汉设益州郡，将滇池地
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765年，南诏国筑
拓东城，为昆明建城之始。大理国时称鄯
阐城。拓东城、鄯阐城分别为南诏国、大
理国的东京。1276年，昆明称中庆城，首
次成为省会。“昆明”作为地名出现，则是
在唐代。“武德二年，于镇置昆明县，盖南
接昆明之地，因此为名。”按此处置昆明
县，非今之昆明，乃四川定笮镇（今盐源县
境）。唐代为什么把定笮镇命名为“昆
明”，记载当中已写得很清楚，系它接近昆

明之故。此处昆明仍指昆明族而言，盖汉
唐以前，昆明族大部定居云南西部地区。
直到南诏、大理国时期，乌蛮、白蛮兴起，
昆明族居住的地方，为乌蛮、白蛮据有，昆
明族才东迁滇中，聚居于滇池周围。宋宝
祐二年（1254 年），元灭大理，在鄯阐设

“昆明千户所”，“昆明”始作为地名出现，
延续至今。“昆明”一词的含义，晋常琚解
释说：“夷人大种日昆，小种日叟。”这句话
可解释为人口众多的昆明族。明代，大量
移民进入云南，昆明汉族人口首次超过本
地世居居民。明末清初，李定国等农民起
义军、永历帝、吴三桂先后在昆明或建立
政权，或建立皇宫。1911 年的“重九起
义”，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1905
年，昆明自辟为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
修通，使昆明成为一个开放城市。1915
年，昆明爆发“护国首义”，全国响应。
1919年，设云南市政公所，为昆明设市的
发端。1922 年，改设昆明市政公所。
1928年8月1日，成立昆明市政府。

抗战时期，昆明成为支撑中国抗战
的经济、文化、军事重镇之一，成为著名
的“民主堡垒”。1949年12月9日，昆明
和平解放。1956年，安宁县划入。1958
年，富民县划入。1960年，晋宁县（含呈
贡县）划入。1983年，禄劝彝族苗族自治
县、嵩明县、宜良县和路南彝族自治县划
入。1995 年，安宁县改为安宁市，1998
年，路南彝族自治县更名为石林彝族自
治县。1998年，东川市改为东川区，与寻
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一并划入。2011年1
月，昆明市政府驻地由昆明市盘龙区东
风东路 17 号迁至昆明市呈贡县锦绣大
街 1 号；5 月 20 日，改呈贡县为呈贡区。

2016年，改晋宁县为晋宁区。
昆明市域地处云贵高原，总体地势

北部高，南部低，由北向南呈阶梯状逐渐
降低。中部隆起，东西两侧较低。以湖盆
岩溶高原地貌形态为主，红色山原地貌次
之。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1500 米～2800
米。城区坐落在滇池坝子，平均海拔
1891米，三面环山，南濒滇池，湖、山、石、
洞、瀑交相辉映。昆明属北纬低纬度亚热
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日照长、霜期短，
年平均气温15℃左右，年均日照2200小
时左右，无霜期240天以上，年均降水量
约1000毫米，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
严寒，四季如春，气候宜人。鲜花常年开
放，草木四季常青，有独具特色的花卉、古
树、园林名胜，是著名的“春城”“花城”，是
休闲、旅游、度假、居住的理想之地。

二、工业发展

2024年，昆明大抓产业、主攻工业，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统筹推进工业
强市、贸易富市、旅游兴市、金融活市，在

“8+N”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持续发力、精耕
细作，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

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聚焦兴实
体、强制造、抓创新、育集群、促融合，实
施“四大工程”，努力在全省推进新型工
业化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实施存量
优化工程，启动工业技改、技术创新项目
100个，推动化工、冶金、非烟轻工、烟草
及配套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实施增量
优质工程，加快云南裕能（二期）、环宇智
能科技产业园等 50 个重点工业项目建
设，力争先导新材料、旭合光伏等 30 个
重点工业项目建成投产，确保工业投资

增长 15%。发展壮大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
对全市工业形成有力支撑。实施前瞻布
局工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示范，承
接人工智能产业转移。超前谋划布局生
命科学、新型储能、智能交通等未来产
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实施数字赋
能工程，做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
工作，聚焦化学新材料等 5 个试点细分
行业，打造市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1
个，培育10户市级以上数字化转型标杆
企业，120户中小企业达到数字化测评二
级水平以上，中小企业上云数达 3000
户。加快算力中心建设，引进算力相关
企业3户以上，拓展“算力+”行业应用10
个以上，确保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
入增长10%以上。

扩容升级现代服务业。推动物流产
业转型升级，推进 3 个国家级物流枢纽
建设，实施18个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
强链重点项目，大力发展跨境物流、冷链
物流、智慧物流等，确保现代物流业总收
入达3500亿元。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
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
大文章，确保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5%左
右。打造“金融驿站”不少于38个，力争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 1000 亿
元以上，“三农”贷款余额达到5000亿元
以上，绿色信贷余额达到 3000 亿元以
上。加大上市企业培育力度，力争上市
挂牌企业突破180家。稳步推进数字人
民币试点推广应用。大力发展会展经
济，打造“会展之都”。深入实施旅游兴
市“七大行动”，确保接待游客人次、旅游
收入均增长10%。推动总部（楼宇）经济

提质升级，打造特色楼宇集群，新增总部
企业5家。

打造产业转移新高地。加快昆明承
接产业转移园区、磨憨沿边产业园区建
设，深入推进“四区”联动发展，依托沪滇
临港昆明科技城等平台，引进一批行业
龙头企业、重大产业项目，打造多条具有
标志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有力有序
有效承接产业转移。深入实施开发区振
兴三年行动，加快水、电、路、气等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订单式”标准厂房建设，坚
持大园区承接大产业，小园区发展特色
产业，确保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增速高于
全省开发区平均增速，力争国家、省级开
发区亩均产值分别达到400万元、300万
元以上。

提高科技创新驱动力。坚持以科技
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推进“七
大攻坚行动”，完善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
机制，确保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到2300
户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700 户以
上，新认定国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50
户。深入实施高层次人才“春城计划”，
争取国家、省级外专引智项目8个，新增
省级重点实验室 5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10 家、市级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30
人。打造昆明青年工作特色品牌，为全
国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贡献“昆明经
验”。开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城
市建设试点。深入实施质量强市战略，
扎实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滇中新区
未来交通科学城项目纳入交通强国建设
试点。强化科技服务，提升全社会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促进“三链”融合，力争技
术合同成交额达87亿元以上。

本报讯 国务院日前核准五个核电项
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且民营企业参股比

例首次提高到10%。下一步，相关部门将
继续积极创造条件、破除准入障碍，推动更

多民间资本参与铁路、能源、水利等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形成新一批全国重
点民间投资项目清单。

（汪子旭）

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提速

本报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
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实有
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18086.48万户，占经

营主体总量的96.37%，同比增长3.93%，10
余 年 间 增 长 超 4 倍 。 其 中 ，民 营 企 业
5554.23万户，同比增长6.02%；个体工商户

12532.25万户，同比增长3.03%。新质生产
力成为民营企业发展新亮点。前三季度，
新设“四新经济”民营企业271.8万户，约占
同期新设民营企业总量的四成。

（林丽鹂）

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超1.8亿户
成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成效显现

本报讯 作为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
建设试点城市，四川成都正着力打造

“青春之城”，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让
青年在城市更有为。在一系列措施推
动下，近 3 年成都市引进青年人才超

169万人，2023年吸引50余万名青年人
才来蓉就业参保。目前，全市 14 岁至
35岁的青年人口近690万人，占常住人
口近三分之一。

（马 锴）

■文/宋静思 王锦涛

“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
为计。”

敦煌莫高窟，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
壁画、2000 多身彩塑。1600 多年前，古人
以匠心妙手开窟造像，为我们留存了一座
文化艺术宝库。岁月拂过，风沙、雨水、气
温和人类活动，又在不断影响着石窟壁画。

“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
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
任。”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人们铭记
在心。

数字技术赋予莫高窟“数字生命”，让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可能。

“数字化，最通俗的解释是拍照片”，敦
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俞天秀
说，通过高精度摄影录像，为洞窟、壁画、彩
塑等生成数字图像，可以实现文物数据信

息的永久保存。
“咔嚓！”走进第341窟，一台第四代壁

画高保真自动拍摄设备，正在轨道上逐行
采集壁画图像。

“影像采集时，必须采用恒温冷光
源。”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
长丁小胜介绍，为保证数据达标，现场要
配备至少一名图像处理员，时刻关注技术
参数的变化。

采集之后是拼接。每幅图像皆是局
部，要拼出完整壁画，误差控制须在毫米
级，“人物的发丝也要做到‘无缝衔接’。
1000张左右的图片，光拼接就要一个月左
右。拼接出初稿后，还要经历两次质检、多
次抽验。”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
研究馆员安慧莉说，要让这项流传千百年
的事业，不留下遗憾。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 295 个
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和186个洞窟的数据处

理，逾5万张档案底片实现数字化。
保护好文物的同时，要做好传承，提高

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
正“活起来”。

戴上虚拟现实设备，游客不仅可以
零距离观赏壁画、360 度自由探索洞窟细
节，还能身临其境参与壁画故事情节，或
飞 跃 云 端 览 胜 景 ，或 奏 响 天 乐 听“ 神
曲”……今年暑期，敦煌研究院创新推出

“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高精
度立体还原了现存最早有明确建窟纪年
的西魏第285窟，成为敦煌游的爆款体验
项目。

“寻境敦煌”是敦煌文物“活起来”的
缩影。从建成“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
到上线“数字藏经洞”及其国际版，再到
推出“云游敦煌”小程序……这些年来，
敦煌研究院不断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创
新，让璀璨文化绽放新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数字
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
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
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
化共享。”敦煌研究院成立“丝绸之路与
敦煌研究中心”，依托“丝绸之路文化遗
产保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英、法、印
等国的高校、博物馆、科研机构建立合作
关系。不仅如此，敦煌研究院还制作推
出大型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
话》，让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实现文明对
话，生动诠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文化底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内涵。

敦煌文化“走出去”，敦煌文物“回家
来”。敦煌研究院还筹划实施“流失海外敦
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运用数字化、信
息化技术，建立统一完整的数据库和资源
共享平台，实现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字
化复原和全球共享。

数字赋能，助力敦煌向世界娓娓讲
述亘古亘今、推陈出新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展现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
胸怀。

滇池风光滇池风光 俯瞰昆明俯瞰昆明 官渡古镇官渡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