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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宜高物流有限公司不慎将晋 M68482（黄）重型自卸货车道路
运输证丢失，证件号为晋运字 140826000309 号，声明作废。

和风送爽，天高云淡，北国春城喜
迎各界宾朋。8 月 27 日，第十四届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在长春落下帷幕。
过去五天，来自东北亚、欧美、“一带一
路”沿线等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
企业汇聚中国东北，寻找机遇，拓展合
作。

共享发展成果，打造共赢典范。
与会各国友人聚焦区域经贸往来、现
代装备与新能源产业、数字生活等领
域深入交流，这一东北亚六国共同参
与并面向全球开放的国际性综合博览
会，全方位展示中国的开放机遇和成
果。与会政商人士认为，中国持续扩
大对外开放，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将
为地区合作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动
能。

凝聚合作共识共享发展
成果

东北亚的目光再一次投向长春，
来自东北亚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政商代表远道而来。博览会期
间，不论是各类高层论坛，还是经贸会
议、展馆现场，不论是会场发言，还是
会中交流、会外采访，“合作”是最为突
出的主题。

“蒙方将本着互利共赢的理念进
一步发展与东北亚各国的关系，愿
与各方一道进一步增强投资者的信
心 。” 在 23 日 举 办 的 第 十 四 届 中 国
—东北亚博览会开幕式暨第十二届
东北亚合作高层论坛上，蒙古国副
总理兼经济发展部部长呼日勒巴特
尔说。

论坛上，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
科表示，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
建立在长期的友谊和伙伴关系基础上
的，“今天我们的合作再创新高，两国
企业面临着无限的机遇。”

借 助 展 会 平 台 ， 凝 聚 合 作 共
识。日本岛根县带来了东北亚青年
交流活动项目，韩国济州道面向各
国客商推介绿色氢气生产技术，蒙
古国中央省介绍自身畜牧养殖的优
势，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寻求物流和
农业等项目的合作伙伴……“我们
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没有合作与
配合是不可能解决的。”韩国驻沈阳
总领事崔喜悳说。

合作共识背后，是东北亚地区经
贸领域的累累硕果。国际局势纷繁复
杂、全球经济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
东北亚区域贸易规模始终保持增长。
2022 年，中国与东北亚五国贸易额共

计 92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机电
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占比不断提高，贸
易结构不断优化。

东北亚各国的投资合作也在稳步
推进。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中国与东北亚五国累计双向投资
金额超过 2570 亿美元，基础设施、农
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投资合作水平
进一步提升，并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

“东北亚各国形成了密切的产业
链、供应链关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院长吴昊说。众多与会政商人士认
为，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区域合作
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新市场、新动
能，加强区域合作具备有利条件和难
得机遇。

加速开放的东北吸引世
界目光

中国东北地处东北亚中心，对外
开放的区位优势明显。“东北亚博览会
让 我 们 看 到 ，中 国 东 北 正 在 加 速 开
放。”韩国医药器械企业大韩药品董事
长李润宇说。

这家韩国“老字号”企业以前把
目光放在中国沿海地区，通过这次展
会，企业了解到吉林拥有中韩（长春）
国 际 合 作 示 范 区 这 一 高 端 开 放 平
台。“‘连轴转’参加了好多活动，就是
希望与吉林和东北建立更紧密的合

作。”李润宇说。
前来参会的俄罗斯搜索引擎运营

商 Yandex 公司亚太区项目总监埃戈
尔·安德烈夫也十分繁忙，与长春的
工业制造企业深入洽谈，拓展商务合
作。

跟李润宇、安德烈夫一样，不少参
加东北亚博览会的外企代表，对以吉
林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开放新气象感到

“眼前一亮”：平台层次提高、交通基础
便利、营商环境优良、新兴产业繁荣、
消费市场广阔……

近年来，东北地区崛起一批开发
开放平台，拥有辽宁、黑龙江 2 个自
贸试验区，长春、大连、哈尔滨 3 个
国家级新区，中韩 （长春） 国际合作
示范区、中德 （沈阳） 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园。

东北地区外贸数据也持续增长。
今 年 上 半 年 ，吉 林 省 外 贸 出 口 实 现
281.4亿元，同比增长 25.3％。

东北还成为各国政商推介自身的
舞台。博览会期间举办的第三届东北
亚地方合作圆桌会议现场，俄罗斯滨
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普罗科普丘克抓
住每一次发言交流机会，大力推介将
于 9 月 举 办 的 中 俄 特 色 农 产 品 博 览
会，“我们诚挚邀请中国以及各国制造
商、进口商朋友前来参会。”

众多与会客商认为，东北正在成
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
地区合作中心枢纽，形成点状、线状、
面状的分层级开放发展格局，投资吸

引力持续提升。

“一带一路”为东北注入
发展新动能

巴基斯坦的传统工艺品，泰国的
特色农产品，印度的地毯和围巾，捷克
的水晶制品……本届东北亚博览会
上，“一带一路”国家展区吸引了大量
参观者。

追随“一带一路”倡议，来自土耳
其的客商阿迪已经在中国经商五年。
他热情地向大家推介来自土耳其的羊
毛制品。“东北冬天很冷，我的羊毛围
巾很受欢迎。”阿迪一边说一边忙，展
位前生意红火。

今年上半年，吉林省对“一带一
路 ”沿 线 国 家 出 口 增 长 78.2％ ，对 非
洲 、拉 丁 美 洲 国 家 出 口 分 别 增 长
39.6％、48.6％。“‘一带一路’让贸易更
便 利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收
入。”阿迪说。

贸易前景好，投资机遇多。东北
地区是我国传统的装备制造业基地，
近年来在绿色能源、轨道交通制造等
领域深化发展，众多“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客商看到了商机。

作为本届东北亚博览会系列活动
之一，“一带一路”国家商协会吉林行
活动吸引了来自尼日利亚、埃塞俄比
亚等 13个国家的商协会及政府机构代
表前来，在农业、能源等领域谋求合
作。

东北老工业基地也积极“走出去”
寻求合作机遇。今年以来，吉林省先
后派出多个代表团，组织企业赴新马
泰、韩国、印尼、越南等地，签署贸易订
单 38.87亿元。

“长满欧”“长珲欧”“辽蒙欧”等始
发于中国东北、驶向欧洲的中欧班列，
也助力东北连接世界。通过中欧班
列，宝马、奥迪等德国汽车零部件从欧
洲发运到东北，东北地区生产的汽车、
机电产品运送至欧洲，老工业基地参
与全球经济的程度不断提高。

蒙古国、韩国、日本等政商代表和
专家学者看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投
资合作机遇，纷纷表示希望更深入参
与其中。呼日勒巴特尔说：“我们正在
大力发展旅游业、农业、畜牧业及可再
生能源领域，努力吸引投资。”

许多参会者认为，东北亚博览会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开放发展的活力，共
建“一带一路”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
动能，对中国的发展信心更加坚定。

（新华社长春8月27日电）

汇 共 识 谋 开 放 释 活 力
——解码第十四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新华社记者 姚 湜 段 续 金津秀

人们在第十四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现场参观（8月 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许 畅 摄

新华社郑州 8 月 26 日电（记 者
刘金辉 马意翀）第五届中国粮食交
易大会 26 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开幕，来
自全国的约 2600 家企业参会。大会
聚焦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乡村
振兴和地方发展，着力提高粮食流通
现代化水平。

据介绍，本届大会由开幕式、优质
粮油产品暨技术设备展览会、产品和

项目推介及签约、粮食专场交易、同期
活动等五部分组成。

“我们举办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的
目的在于：一方面，拓展产销合作平
台，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
提高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另一方
面，活跃粮食市场，畅通流通循环，优
化供给结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党组书记刘焕鑫说。

本届大会的“重头戏”是优质粮油
产品展销。从各地参展情况看，展销
会正在从“卖原粮”向“卖产品”转变，
从“大粮仓”向“大厨房”转型，粮食产
业链条加快向上下游延伸。

第三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
油产品展销会同期举办，把展区的最
佳位置留给 22 个省（区、市）的 388 个
脱贫县、786 家企业，组织 18 场脱贫县

农副产品现场推介会，安排 18 场企业
直播带货，努力打通消费帮扶产销对
接“最后一公里”。

本届大会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指导，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粮食行业分会、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调中
心、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郑州市
人民政府经办。

第五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聚焦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处暑节气，农田里到处可见农民
忙碌的身影。由于前期台风引发一些
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
更 加 需 要 做 好 田 间 管 理 、抗 灾 夺 丰
收。现在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 1 个
多月时间，各地粮食生产情况如何？
采取哪些举措应对汛情影响？下一步
怎样做好田间管理？记者就此进行采
访。

秋粮长势总体良好

“经过专家指导，我们早早地就给
玉米施用了营养药剂，现在已经进入
乳熟期，看长势还不错。”黑龙江省海
林市新安朝鲜族镇新安村村民付忠志
说。今年他种了 480 亩地，其中有 380
亩不同程度受灾，在其中一块玉米地，
秧苗上还可以看到洪水侵袭过的痕
迹。农业专家的靠前指导，让付忠志
和乡亲们吃上了“定心丸”。

当前正值秋粮生产关键期。记者
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秋粮面积
稳中有增，目前北方地区玉米水稻正
在灌浆，大豆处于结荚鼓粒期；南方中
稻陆续进入灌浆成熟期，晚稻处于分
蘖期。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
示，目前全国晚稻栽插已结束，除部分
晚秋作物外秋粮面积已落实。预计今

年秋粮面积达到 13.1 亿亩、比上年增
加 700 万亩左右，其中高产作物玉米
面积增加 1300 万亩。

据介绍，当前华北、黄淮海除局部
洪涝灾区外，大部土壤墒情好，加之雨
热同期同至，利于玉米等秋粮作物生
长发育，长势良好；南方中晚稻长势明
显好于受高温干旱影响的上年；西北
除局部受旱地区外秋粮长势总体正
常。

这位负责人表示，华北、黄淮、东
北已全面转入灾后生产恢复阶段，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正一手抓防灾抗灾救
灾减损失，一手抓大面积单产提升促
增产，全力以赴以丰补歉、以秋补夏，
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真金白银强化关键举措

“前几天我们大力排水，能早排
些，生产恢复就能再快些。”吉林省舒
兰市博涵水稻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孙亚林告诉记者，汛情让当地不少稻
田受损，为了抢排积水，舒兰市平安镇
房身村调来了 20 多台大型排水设施，

“水排了三四天”。
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抗灾夺丰

收，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推动落实防
灾减灾和生产恢复措施：

——抢排农田积水。农业农村部

会同应急管理部紧急调用水泵等储备
机械，累计组织 2280 多支农机应急作
业服务队抢排农田积水。

——加强技术指导。农业农村部
派出 10 个工作组和 24 个科技小分队
赴受灾一线，制定灾后恢复生产十条
措施和 7 个分作物救灾技术意见，促
进受灾作物恢复生长。

——强化救灾支持。相关部门下
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7.32 亿元，
支持京津冀、东北等地抓紧开展农业
防汛救灾等相关工作。财政部安排一
次性补助资金 24 亿元，支持北方重点
地区开展玉米大豆“一喷多促”。各地
落实喷肥打药等灾后田管措施，加快
改种补种短生育期作物，加密病虫监
测预警，全面落实防治措施。

奋战40天努力夺丰收

眼下，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水稻
长势良好。在连片的稻田间，农民忙
着进行田间管理。

“正是病虫害防治关键期，我们抓
紧组织人力，抓好病虫害防治、除草和
追肥，用科技力量保丰收。”江苏祥发
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梁敬唯说。

粮 食 稳 产 增 产 ， 关 键 在 科 技 。
今年秋粮生产期间，江苏里下河地

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扬州大学农学
院等单位组织专家团，挂片蹲点进
行指导。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参加农业农村部下沉一线包
省 包 片 奋 战 100 天 夺 秋 粮 丰 收 行
动，以中国农科院玉米和大豆产业
专家团为基础，组织 30 多位专家组
成科技小分队赴 12 个粮食主产省份
提供科技支撑。

“我们努力把大豆种子包衣、密植
匀播、病虫防控、抗旱防涝、低损收获
等关键技术推荐给地方和农户，推动
大面积提升单产。”中国农科院作科所
研究员吴存祥说。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比去年增长 0．
8％。“在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极端
天气多发的形势下，我国夏粮丰收、早
稻增产，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
良好基础。”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
贵荣说。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
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现在距秋
粮大面积收获还有 40 天左右，夺取丰
收还要过秋旱、秋涝、台风、霜冻、病虫
害等多个关口。农业农村部门将分类
指导、精准服务抓好秋粮中后期田管，
全力以赴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奋力保障秋粮生产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郁琼源 孙晓宇 马晓成 赵久龙

8 月 26 日，参赛选手在比赛现场
调试机器人。

8 月 25 日至 8 月 27 日，由中国电
子学会主办的 2023 世界机器人大赛
锦标赛（昆明）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1439 支队伍、

5171 名青少年选手围绕不同赛项展
开激烈角逐。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同台
竞技、相互学习，不仅培养了创新意
识、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还提高了科
学素质。

新华社发（梁志强 摄）

小小机器人 大大科技梦

8 月 27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
局藁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辅警在天
鹤教育集团对校车进行安全检查。

近日，石家庄市藁城区交警部门

联合藁城区教育部门对辖区内的校车
进行专项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
患，确保学生乘车安全，迎接新学期的
到来。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河北石家庄：校车“体检”迎开学

瑶 族 婚 嫁 习 俗 展 演 、特 色 长 鼓
舞……今年暑期，湖南省永州市蓝山
县吸引一批批广东等沿海地区游客前
来，大家逛瑶寨、赏民俗、品非遗，在大
山间畅游放松。

蓝山县位于湖南省南部、南岭山
脉北麓，是湘西南通往广东沿海地区
的重要门户。蓝山县不断丰富旅游业
态，提升服务品质，境内的云冰山、湘
江源等景区持续火爆。

唢呐声声，鼓乐阵阵，盖上红盖
头，撑开油纸伞，瑶族阿妹要“出嫁”。
在云冰山千户瑶寨，瑶族婚嫁习俗展
演吸引了游客的目光。来自广州的游
客苏小娟跟着“迎亲队伍”，边走边拿
手机拍摄。“婚礼流程非常丰富，游客
也能参与其中，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民
族风情。”苏小娟说。

蓝山县距离广东部分地市车程 3
小时左右，部分景区推出的星空避暑
露营活动、音乐节等，让“过境游”变

“过夜游”，实现文旅收入大幅增长。
蓝山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数据显
示 ，今 年 暑 假 以 来 ，当 地 接 待 游 客
102.56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6.2 亿
元，同比上升明显。

在云冰山民宿区，一栋栋古香古
色的木屋掩映在竹林中，停车场里有
大量广东牌照汽车，暑期最火爆时每
天有好几辆大巴车进出。来自广东韶
关的游客陈静带着家人自驾来到这
里，“在这里住下来，早起登山看云海，

白天有民俗节目，晚上有音乐会品茶
纳凉，非常放松。”

加强区域间文旅产品互推、客源
互送，成为蓝山县引客的重要方式。
8 月中旬，在蓝山县举办的相关旅游
联盟座谈会上，相邻的江华瑶族自治
县、宁远县等地的景区负责人达成共
识，通过文旅互融、平台互动，构建
旅游经济圈，实现抱团发展。蓝山县
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盘贵生说，旅
游联盟进一步增强了对外省游客的吸
引力。

近年来，蓝山县打出一套“组合
拳”，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让企业放心投
资文旅产业。在蓝山谷景区，当地村
民正加快游步道、石拱桥等建设，为即
将到来的赏枫旺季做准备。

“我们打造了绵延 5 公里的红枫
观赏带，同时有连片樱花、云海杜鹃、
万亩竹海等景观，培育了差异化高品
质的旅游项目，逐步成为区域旅游新
名片。”蓝山谷景区负责人胡顺华说，
在景区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主动作
为，积极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景区建设
品质全面提升。

蓝山县县长邓群表示，蓝山县将
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旅游景区提质升级，着
力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让文旅产业助
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长沙8月27日电）

湖 南 蓝 山 ：山 区 县
吸 引 大 批 沿 海 游 客

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 史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