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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朋友圈就是用心筹备换来国际化拓展

3 成果就是在每一次奔赴中积累

“十米的插排不够长，得至少十五
米”“物料还没进场，需要协调下”“音响
没声了，抓紧检查设备”“PPT播放有些
卡顿”……

晚上八点，偌大的科博会展场已从
热闹回归平静。此时，位于展场北侧的
一间会议室里却依然灯火通明。北京市
贸促会对外贸易部的李远东依旧还在忙
碌着。

作为推介洽谈组工作人员，科博会
期间举办的八场推荐洽谈会，李远东负
责了七场。而这七场会议过程中出现的
任何问题，都需要他及时协调保障。

“晚上闭馆后的物料进场和一遍遍
排练必须全程盯着，有任何问题提前发

现、提前解决。”于是，只见他一会儿跑去
展场门口拿闪送送来的急件，一会儿协
调会议短缺的物料，一会儿又联系技术
人员处理设备问题，就像一个小陀螺，以
会议室为中心，在整个展场不停地转。

李远东晚上加班的辛苦没有白费，
每一场会议圆满地结束就是对他工作的
最大肯定。白天他还要跟进所有和会议
相关的事宜，例如贵宾室的使用、接待未
成功预约的会议嘉宾入场，甚至及时为
会议室补上饮用水等等。他手机上的微
信步数，每天两万步起已经是“标配”。

工作间隙，李远东聊起了那些在现
场看不见的经历，包括 3

月就开始和不同会议主办方对接；4月开
第一场协调会，根据科博会总体方案协
调会议主题和邀请的嘉宾、观众类型，之
后会议议程不停更新、汇总、报批；5月出
于安全考虑，7场会议都集中改到科博会
主场地举办，自此他又开启了数天的电
话集中沟通模式。

“短时间内说服各家把分散在不
同区域的活动集中到我们临时搭建的
场地，还是很有压力的。”李远东那时
候每天要和各个主办方打电话沟通协
调，为了避免手机电量耗
尽耽

误工作，他多数时候都是边充电边打电
话。“好在大家都能理解统一管理的初
衷，最后的结果很圆满。”说话的同时，李
远东看了一眼手表，距离这一场会议结
束还剩五分钟。

他赶忙解释道，“我得回去协调下一
场会议的进场工作了。”匆忙结束对话
后，李远东加快脚步，又向他的“战场”奔
赴而去。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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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23科博会展馆现场。 本报记者 刘禹松 摄

高水平开放调研行

（上接第1版）
“我们先用两天时间介绍展区亮点，

让大家形成基本认知。然后，带领他们一
遍遍‘踩点’，熟悉不同路线和展场情况，
尤其对重点展区更要格外关注。我们还
通过角色扮演，让志愿者把我们想象成嘉
宾，开展有针对性地模拟演练，帮助他们
尽快适应自己的新身份。”韩厦介绍。

4 天的准备期内，科博会的 6 大展
馆，韩厦已经记不清带领着志愿者们熟
悉了多少遍。展区里每一件展品旁，几
乎都曾留下过他们的足迹。

可模拟和现实终究不一样。开展当
天，第一波嘉宾对6大展馆兴致盎然，足
足观展两个小时，不仅没有按照既定路
线走，还对更多展区和展品提出讲解需

求，这给第一次带团的志愿者带来了不
小的挑战。只见韩厦全程跟着队伍，时
刻关注着嘉宾们的要求和志愿者的反
应，感觉可以随时冲上去为志愿者“解
围”。但好在志愿者们已训练有素，圆满
完成了上午的讲解工作，每个人的短袖
衫都被汗水湿透。参观结束，望着嘉宾
们赞赏的目光，韩厦知道，4天来一切的

努力没有白费。
“大家不要解散，我们先去办公室进

行第一次实战后的复盘。”上午十一点
半，当展场的人们陆续休息，奋战一上午
的讲解小分队却齐齐整整地围坐在一起
交流经验教训。几个还没有带团的志愿
者听完分享后若有所思，仿佛对下午的
讲解工作更有了把握……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创办于
1998年，是经国务院批准，由科学技术部、国
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
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大型国家级国际
科技交流合作盛会，由北京市贸促会承办，自
2021年起与中关村论坛融合举办。科博会迄
今已举办25届，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 1100余个境外代表团参加，参
展机构和企业4万余家，累计接待观众580多
万人次，为展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成果、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化国际产
能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在我国科技产业从
引进来、自立自强到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功没有秘诀，每一届科博会的成功举
办离不开北京市贸促人的担当。”北京市贸促
会国际展览部部长安永军在科博会媒体中心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已经是北京市贸促
会承办科博会的第 25个年头，大家说科博会
成功也好，办得不错也罢，反正没有捷径，都
是在真心和苦功夫里面熬出来的。

今年科博会 2.7万平方米的展览云集了
650余家企业机构，展出区块链、高端制造、基
因与细胞治疗等大批最新技术和前沿科技成
果。吸引70余家央企矩阵、30余家科技领军
企业、20余家高校院所及新型研发机构，以及
安徽、广东、重庆、陕西、深圳、厦门等 30多个
省区市与计划单列市参展参会。23个国家和地区的 165
家外资企业和机构参展，其中世界500强企业25家。

5天展期，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现场接待各界观众近
8万人次，接待专业观众团组 40余批次，“云上科博”400
余家企业展出千余项展品。吸引中央和各省区市 160余
家媒体探馆报道，仅央视新闻各合作平台新媒体直播累
计观看量就超300万人次，并登上微博热搜总榜第三名。

安永军说：“从策划到招商招展再到现场运营保障，
我们真是举全会之力，协同推进科博会的各项工作。”这
一届如此，每一届都如此。

安永军说，二十五年来，北京市贸促会承办科博会积
累了不少经验，但还是要琢磨如何自主创新。创新就是
要和以前有所不同。今后的工作中，他们会继续更新知
识、更新思路、更新想法，争取让科博会变得更加国际化、
市场化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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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科博会 1 号馆人声鼎
沸。在馆内的国际展区，显示着20余家
知名外资企业名称的旋转屏在顶部一
圈圈环绕，绚丽的灯光、动态的效果叠
加企业的集中呈现，吸引不少观众在此
驻足。

展区旁边，北京市贸促会国际展览
部的程全与其他人的关注点明显不同。

他时而上前查看企业展示的过程，
时而环顾各类设施的运行情况，时而又
将目光聚焦于观众看展时的反应。

“前期筹备工作是我们部门的重要
任务，大家在各自负责的领域都很拼。”
作为科博会筹备工作的主力军，国际展
览部成员分别承担了开展前需要完成的
各方面关键事项，其中，国际招展工作落
到了程全“身上”。

国际化率是全球知名展会成熟化的
重要标志，作为大型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盛会，如何不断提升科博会的国际化率
一度成为让程全颇为“烧脑”的问题。今
年春节一过，程全就利用赴海外推介交

流的机会不断开拓新的国际资源。3月
1日凌晨2:40，他踏上从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飞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航班，飞机落
地时，距离交流洽谈会的开始已不到两
个小时。

“当天时间非常紧张，从机场赶到酒
店后，在洗手间匆匆换上正装我们就奔
向会场。好在交流效果非常不错，足足
进行了4个小时。在路边简单吃点东西
后，我们又开始了下一场交流活动。”赴
国外出差的 8天时间里，程全和同行伙
伴每天都这样高强度工作。

4月 18日，参展外企名单已全部确
认。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65家外资
企业和机构参展，其中世界 500强企业
25家。程全此次的国际招展工作画上了
句号，而如何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又成
了新的焦点。

为搭建更好的服务平台，北京市贸
促会主动为很多外资企业承担了展区设
计工作。“首先要了解企业参展需求，确
认设计思路。可是由于时差问题，和欧

洲企业的沟通一般都要在夜里进行。”于
是，程全又马不停蹄地开启了国际展区
的设计协调工作。

深夜零点，程全准时打开与多个外
资企业的沟通群，从展区位置、展品展
项选择与摆放，到灯光色彩、LOGO 尺
寸、字体呈现……各种设计细节一一协
调。“那时候每天基本要沟通到半夜两
三点，一天最多协调十几家企业。”程全
回忆道。

接下来，如何把企业的需求准确传
达给设计师也是一项不小的考验。“因
为人与人存在认知差，对同一个设计需
求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为此，程全每
周至少抽出一天时间，和三个国际展区
的平面设计师、三维建模师、工程设计
师面对面开会交流，从上午 8点半到中
午12点半，争取让大家对设计细节理解
一致。没有时间当面沟通的，则是不停
地在线联系。“通常一边用电脑看设计
图或视频，一边打电话沟通需求。”

这一个多月里，企业需求和想法总

在不断变化，设计方案也随之一次次调
整。直到5月21日搭建工作开始，最终
的设计方案才确定。程全粗略计算了一
下，筹备期间，他“常驻”20多个企业沟通
群，新加微信好友100多个，盯着电脑和
手机工作了多久已无法统计。

程全说，自己的手机套餐每个月有
1000分钟免费通话，平日里根本用不完，
但四月和五月期间，刚到四、五号，免费
额度就用完了，“每天各种电话沟通至少
有 200分钟。”

有多大付出就有多少收获，程全负
责招展、设计、搭建的三个国际展区亮相
后都收获了许多参展企业、观展嘉宾和
观众的赞许。“今年科博会的国际化率达
到24%，不仅相比上一届有所提高，而且
超过了全球知名展会的平均水平。”

然而，程全对此却并不满足，“未来
我们还要与时俱进，不断超越，吸引越来
越多出色的外资企业加入科博会国际展
区。不论是展品、展项还是设计理念，都
要争取实现更多全球首展的突破。”

在2023科博会正式开展第一天的上午八点半，当我
们来到媒体中心，已经忙活一个多小时的媒体宣传组负
责人李振森，刚坐下准备吃早餐。了解我们的采访需求
后，他立马起身对接工作，刚拿起的盒饭又放下了，“没事
儿，先带你们去办公室认识下各小组的负责人，一会儿都
忙起来就‘抓’不到人了。”他边说话边快步走，话罢，已经
把我们带到了北京市贸促会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

这是我们在科博会现场经历的第一幕，看似微不足
道，却让人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干劲儿。之后的几天里，
当其他媒体聚焦于参展企业数量之多、实力之强，以及展
品之创新、科技之前沿时，我们俩则穿梭在各个组的工作
日常中，试图通过找寻细节来揭示科博会“幕后的力量”。

有一次，在跟着安全保障组完成巡馆后，我们偶然翻
开了他们的工作记录本，发现里边“图文并茂”地记录了
几十页展区搭建期检查出的问题，从电缆防护、消防设备
摆放到螺栓固定、灯具悬挂、坡道设置、机器人充电等方
方面面的安全隐患都被及时发现。在上面，还记录了相
关人员整改后提供的回复，以及安全保障组检查确认后
做出的标记。环环相扣，没有遗漏。

这样的细节很少能被数百家参展企业和数万观众注
意到，但却实实在在地保障着展览的顺利运行。在这里，
每一位成员的付出都是北京市贸促会服务企业及大众、
促进经贸交流合作的缩影。而在更多的地方，还有更多
的贸促人每天、每时都在为贸易促进工作默默努力
着，他们就像一张张行走的营商环境“金
名片”，他们的工作值得被
看见。

“涓涓细流”
终汇成贸促力量的“海洋”

国际展区设计效果图国际展区设计效果图。。（（北京市贸促会供图北京市贸促会供图））

贸促人二十五载勇担当 下苦功支撑首都科技开放

做一张张行走着的营商环境“金名片”
■ 本报记者 梅子 刘禹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