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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做好国别风险评估和安全预警，完善涉外安全

保卫信息跟踪、报送制度，保护外派劳务人员正当利益。

巩固和扩大替代种植成果，推进替代种植向替代产业转

型发展，逐步形成替代产业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替代

经济发展格局，形成深化境外农业合作的突破口。

五 是 完 善 机 制 ， 区 域 合 作 加 快 推 进 。 云 南 依 托 长

江-金沙江黄金水道的优势，强化金沙江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加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联动协调发展，促进两头

开放、双向流动。云南积极创新合作模式，深化东西部

产业对接协作，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引入

金融、科技、人才等要素资源，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在云

南实现产业化，强化与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地区对接合

作，加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

产业衔接。探索与先进地区建立产业合作长效机制、利

益共享机制、园区合作运营机制，建立重点产业转移服

务体系，承接产业转移，共建沪滇等省与省（市）之间

的产业合作园区。

云 南 在 加 强 国 内 区 域 合 作 的 同 时 ， 建 立 健 全 与 南

亚东南亚国家双边、多边和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协调机

制，巩固发展了滇印、滇缅以及云南同越北、老北、泰

北合作机制，在互联互通、经贸、电信、教育、农业、

卫 生 、 警 务 等 领 域 开 展 务 实 合 作 ， 拓 展 了 在 金 融 、 文

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六是加强通关便利化设施建设，开放平台有效支撑

口岸经济发展。云南推进口岸查验设施、指定监管场地

建设，提速智慧口岸建设，口岸软、硬件设施有效改善，

口岸交通、连接、辐射、服务等功能不断增强。河口在全

国率先实行POS机刷卡缴税、实现了海关、检验检疫局联

网核查，确保了通关和缴税的安全、高效、便捷，为企业

营造了良好的通关环境。云南口岸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交通物流配套体系建设持续加强，货物申报、舱单申报

等主要业务应用率达到100%。进出口贸易加工、消费

品制造、商贸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初具规模，自由贸

易试验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跨）境经济合作

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有效支撑口岸经济发展。

七是探索金融创新开放，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云南加快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人民币跨

境结算业务范围扩大，个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试

点全面启动并取得实效，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成立

了全国首家中缅货币兑换中心并成功发布引导中缅货币

兑换汇率的“瑞丽指数”，在全国率先设立个人本外币

兑换特许机构办理全部经常项目项下人民币与缅币兑换

业务试点，在全国率先支持具备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缅非现金跨境结算服务点进行跨境人民币结算、银行

间跨境结算和本外币特许兑换，在全国率先对缅籍人员

账户开立特殊管理政策，建立了外籍人员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投诉站。

八是聚焦民心相通，人文交流积极推进。云南充分

发挥地缘、人缘、文缘优势，扩大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人

文交流，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人文交流空前活跃，合

作领域不断拓宽。按照“服务大局、深耕周边、主动作

为、有所突破、作出贡献”的原则，云南综合运用媒体

传播、人文交流、文化贸易、边境传播等多种方式，以

高端覆盖、本土覆盖、口岸覆盖和边境覆盖为着力点，

积极探索我国周边省份对外传播的“云南模式”，推动

形成对湄公河国家传播新格局，不断提升对外传播的实

力，增强对湄公河国家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以媒体传播为突破口，全方位推进对湄公河国家的

“本土覆盖”。云南支持主流媒体到对象国落地发展，

基本实现了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站等全媒体在

湄公河国家的本土覆盖，对外传播的覆盖力、传播力、

影响力和认同力不断提升。

文化先行，发挥文化国际传播的先导性、引领性作

用。充分发挥云南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优势，积极开展

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成功承办了“感知中国·缅甸行”

等大型对外文化交流系列活动。从2013年开始，每年选

择一个周边国家联合举办“合家欢”大型春节联欢晚会，

先后成功举办了中泰、中老、中柬等大型春节联欢晚会。

借船出海，拓展国际传播阵地。云南分别与人民日

报、新华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新社、

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等中央主要外宣媒体和香港媒

体签订外宣战略合作协议，借助其在海外广泛覆盖的传

播网络，放大传递云南声音。

坚持民心相通，不断拓展领域传播渠道。云南有针

对性地做好智库交流、民间往来、教育合作等多种交流

合作机制，建立不同领域、不同业态间信息交流共享合

作机制，推动交流合作形成常态化机制化，以各领域各

层面常态化的交流沟通合作确保对外传播的实效性。

发挥优势，加强边境传播能力建设。云南边境州市

结合各自优势，推进边境传播能力、场所、品牌、体系

和队伍建设，以口岸外宣、边境节庆活动、国门学校、

国门书社、边境文化大集等为抓手，边境外宣取得了长

足进展，亮点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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