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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国地理标志产业促进博
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日前圆满
落幕。博览会是中国贸促会支持河
北省高质量发展，与全国贸促系统紧
密合作打造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的地理标志品牌展会。活动由中国
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作为指导
单位，河北省国际展览中心主办，展
览面积7500平方米，汇聚马来西亚、
法国、德国、巴西、奥地利、洪都拉斯
等10个国家，以及国内河北、湖南、湖
北、广东、河南、安徽、江西、宁夏、山
东、福建、江苏、辽宁、黑龙江、浙江、
贵州、云南、内蒙古、山西、甘肃等19
个省（自治区）约 200 家企业参展。
展品涵盖贵州茅台、五常大米、福鼎
白茶、晋州鸭梨、清河羊绒、宁夏枸
杞、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吴川月饼、常
德茶油、云南普洱等300余款特色产
品。展会现场热闹非凡。

贸促会带团参展招商引资

“这个是我们阳信鸭梨自然发酵
而成的梨汁饮料，那个秋梨膏润肺生
津效果好……”参会的山东省滨州市

工作人员正在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当
地地理标志产品——阳信鸭梨。

带队参会的滨州市贸促会会
长杨君华对记者表示，滨州目前已
有三个获得中国贸促会认证的地
理标志产品，分别是沾化冬枣、阳
信鸭梨和博兴对虾。其中，滨州阳
信鸭梨的种植历史已有 1000 多
年。阳信鸭梨以其皮薄核小、汁多
无渣的特点而闻名，它不仅富含人
体所需的 15 种氨基酸，而且每百
克果肉中含有两个活性单位的
SOD（超氧化物歧化酶），具有抗氧
化、抗衰老的作用。

阳信鸭梨是阳信县农民增收的
重要支柱产业，市场覆盖全国 181
个地市和 500 多个县区，还远销至
欧洲、中东和东南亚地区。杨君华
介绍，近几年，阳信县委、县政府通
过与中国农科院的紧密合作，成功
改良了1.86万亩现代梨园，鸭梨、新
梨七号、秋月梨荣获第十七届中国
林产品交易会金奖。除传统种植
外，当地还开发了酵素、梨醋、梨膏、
梨木家具等五大类 330 余种产品，

推出九大品类 15 个系列梨文创产
品，全产业链总产值超9亿元，带动
从业人员 2.6 万人，亩均收入达万
元，梨农收入提高 30%。“阳信县目
前正在大力推进相关产业链延伸、
加强，希望通过此次博览会吸引更
多商家到阳信县投资兴业，帮助我
们打造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杨君
华说。

商协会助力产业品牌打造

今年 2 月，广东湛江市委工作
会议专题研究打响“鲜美湛江”文旅
品牌工作，聚焦空气鲜、水质鲜、物
产鲜，城乡美、自然美、文化美这“三
鲜三美”，齐心协力推动湛江市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说到鲜美，就不
得不提湛江的地理标志产品。比
如，徐闻山羊、愚公楼菠萝、吴川月
饼、覃斗芒果、廉江红橙等等风味好
物。湛江市农林牧渔地标产品协会
会长谭惠仁一边热情邀请大家品尝
湛江沙虫干、虾干等自然美味食品，
一边向记者介绍湛江市的地理标志
产品。“目前湛江市的地理标志产品

总计31件，其中，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0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9件，农产
品地理标志两件。”谭惠仁介绍，根
据广东省地理标志数据统计，湛江
市地理标志数量全省排名第二。

“我们协会是湛江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下属的社会团体，主要开展
地理标志产品的宣传推广活动，挖
掘培育以及申请地理标志认证商
标，并参与制定标准。目前协会已
经成功注册了 12 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主要有湛江蚝、湛江对虾、湛
江沙虫、湛江鸡等。”谭惠仁说，尽
管乳山生蚝已然名声在外，嫩滑脆
甜的湛江蚝品质也不输于乳山蚝。

在去年的中国牡蛎品牌价值排
行榜上，湛江蚝以176亿元的品牌价
值位居全国的第二名，可见湛江蚝

“江湖地位”。“目前湛江准备依托
湛江蚝打造‘中国蚝都’，我们协会联
手蚝产业技术研究院以及相关协会、
科研机构已经组成了一个团队，准备
把湛江蚝的产业链建构起来，推动蚝
产业高质量发展。”谭惠仁说。

企业参展信心十足

“山茶油不仅可以用于美容养
肤，还可外用涂抹治疗擦伤。”跨越
千里前来参展的湖南大三湘茶油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元立向记
者介绍，油茶产业发展好，精深加工
不可少，公司多年来一直深耕油茶
产业，挖掘油茶产业精深加工，洗发
水、沐浴露、护发素、精油……这些
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不断扩大产业
附加值。

世界茶油看中国，中国茶油看
湖南，湖南茶油看衡阳，衡阳茶油看
大三湘。大三湘是国家林业农业双
龙头企业，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国家油茶研发中心就设在大
三湘。自成立以来，大三湘致力于
打造“从茶山到餐桌”（包括油茶的
育苗、种植、工艺研发、压榨生产、油
茶关联产品的精深加工及终端销售

渠道、增值服务拓展）的全产业链现
代农业企业。“我们还自主出口到欧
美，已经获得欧盟的有机认证。”陈
元立自豪地说。

除了国内地理标志产品，海外
的众多地理标志产品也在博览会现
场亮相，因其独特的传统工艺吸引
了众多采购商驻足。

青田县金骑士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严月带来了奥地利白
葡萄酒、干红等多种美酒。

“温度是葡萄生长和成熟的关键
因素，进而影响葡萄酒的品质，奥地
利凉爽的大陆性气候是其盛产白葡
萄酒的主要原因。”严月告诉记者，
国内的葡萄酒产业相较于白酒产业
还处于培育阶段，此次推介的酒类价
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能够适应
不同消费群体的偏好和需求，她对此
次推介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从 2017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
最大的咖啡单一消费国，国内咖啡市
场一度火爆。博览会现场也飘散着
浓浓的咖啡香，DH咖啡创始人李思
道刚刚为外国采购商制作了一杯拿
铁。李思道的咖啡豆来自洪都拉斯，
产地位于巴拿马和牙买加之间，品质
上接近巴拿马和牙买加咖啡豆，但价
格相对便宜。此外，洪都拉斯咖啡豆
多为小型庄园豆、精品豆，风味具有
多样性，因此受众相对巴拿马和牙买

加咖啡豆更加广泛。在当前咖啡市
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李思道认为可
以采取在原产地购买、使用本币结算
来打通内外循环。“目前我们已经在
河北和通州烘焙咖啡豆。未来将专
注微观农业（庄园）、工业（烘焙、设
备）、服务业（建店、运营、培训），打通
产业链。”李思道说。

地理标志产品以农产品为主，
与当地产业密切相关，当地经济的
发展，对推动农民增收增富和农业
产业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博览会
汇集了贸促机构、商协会、企业等多
方力量，通过宣传推广地理标志产
品，打造集展示、选品、洽谈、交易于
一体的交流合作平台，深入挖掘地
理标志的品牌价值，促进地理标志
信息交互、品牌提升和商务合作，将
有效助力区域特色经济发展。

“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
心面向中外地理标志企业和有关机
构提供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与国际交
流合作的综合性专业服务，包括宣
传推广地理标志产品、举办经贸促
进活动、出具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
明书，以及建设和运营地理标志经
贸促进平台。此次博览会充分整合
各方资源，是极具影响力的地标盛
会，将为中外地标企业发展赋能。”
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主任
闫芸表示。

多方携手共同擦亮地标产品金名片
■ 本报记者 张海粟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扩大开
放，中国一直在行动。

8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5方面20
项重点任务，并要求积极营造扩大开放、鼓励创新、
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服务贸易发展环境。9月，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
版）》发布，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31
条减至29条，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
了“清零”。这些开放举措，将不断完善高水平对外
开放体制机制，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在各领域释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
放”。近年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定步伐，我国
双向投资大国地位日益巩固，多双边和区域经贸
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新疆一家农业公司首
批冰鲜三文鱼通过空运、陆运联运方式直供澳门，
海关将从报检到出证总用时控制在30分钟以内，
让“冰鲜品质更新鲜”。以创新举措打通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卡点堵点，正不断激发高水平开放的内
生动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不久前发布的

《世界投资报告2024》中文版显示，中国吸引外资
的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流入高新技术及
高端制造业的外资比重不断提升。贸易促进共
赢，投资链接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不
仅发展了自身，也造福了世界。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的制度型
开放。从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
活便利制度的努力，可以看出中国推进制度型开
放的决心。在 2024 年服贸会上，“数字人民币大
道”全面升级为“Hi Fun”数币潮流集市，把数字人
民币与消费场景的迭代更新结合起来，让观众在
社交空间里充分感受便捷支付的魅力。把视野放
宽，我国37个口岸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
54国游客持有效国际旅行证件和确定日期及座位
的联程客票，就可以在规定区域来一场不超过 6
天的旅行。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国内
外衔接，能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
开放，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动能新优势。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打
造“投资中国”品牌，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是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要任务之
一。在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展区
参观的一家瑞典企业表示，看好中国的营商环境，
去年追加了在华投资。事实上，许多外企长期将
投资中国视为“必选项”，开放的中国始终是外资
企业眼中的投资热土。今年以来，从进一步放宽
外资准入，到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大规
模设备更新、政府采购等，再到持续提升投资便利
化水平，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对外资的“磁
吸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
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及时协调解决外资企业
遇到的难题，就能在“双向奔赴”中实现互利共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对外
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展望未来，加快培育外贸新
动能，加力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坚持高质量引进
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相结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各项措施在落地、各方信心正凝聚、美好前景可
期待。 （来源：《人民日报》）

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 周人杰

9月 20日，一列中欧班列缓缓驶出陕
西西安国际港站。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家
具家电、太阳能光伏产品等，由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经哈萨克斯
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保加利亚、塞尔
维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最终到达德
国曼海姆，全程1.1万多公里。这是“跨里
海国际运输路线”国际协会15家成员单位
首次在中国组织联合发车，是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生动缩影。
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
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10多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
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
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国与各方携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落
地生根、蓬勃发展，共同绘就联结世界、美
美与共的壮阔画卷。

一条条“友谊路”，促进“大流通”
从位于中老边境的老挝磨丁站出发，

乘中老铁路列车向南约 2小时，就能抵达
老挝旅游胜地万荣。

班雅开的民宿就在湄公河边，质朴的
传统木屋，窗外便是潺潺流水。“中老铁路
自2021年开通以后，万象、万荣、琅勃拉邦
等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大大缩短，现在游
客越来越多。”班雅说。

诺伊在万荣一处景点经营摊铺已 10
多年。“这几年，游客数量一直在上升，我
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诺伊说。

今年前 6个月，万荣接待了约 60万名
国际游客，其中超过10万名来自中国。今
年 6月，老挝政府决定将万荣升级为国家
级旅游区。

中老铁路人畅其行、货畅其流，带动
了沿线就业，促进了中国与老挝以及其他
东盟国家人员、货物往来，成为中老人民
的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

开通近 3年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
客列车 5.6万列、发送旅客超过 3800万人
次；跨境货物品类由初期的橡胶、化肥、百
货等10多种扩展至电子、光伏、通信、汽车
等 2900多种，进出口货物突破 1000万吨，
带动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磨丁经
济特区等经济园区发展，逐渐形成“一条
线”带动“一大片”的发展效应。“中老铁
路+中欧班列”“澜湄快线+跨境电商”“中
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国际运输
模式不断创新。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时指出：“10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
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

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
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
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
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
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让奔行在铁
路上的列车、驰骋在公路上的汽车、联通
各国的航班、劈波斩浪的货轮、快捷方便
的电商，成为新时代国际贸易的驼铃、帆
影，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一株株“幸福草”，结出“致富果”
距离斐济首都机场不远的公路旁，便

是雷瓦残疾人协会的办公地点。协会成
员有条不紊地将白色菌袋码入土坑中，用
树枝和大片椰树叶支起“围墙”，为菌袋起
到遮阴保湿的效果。

“种菇不用施肥、不打农药、不需要太
多劳力，很适合我们。”雷瓦残疾人协会主
席莉蒂娅说。每隔一段时间，莉蒂娅就会
将中国援斐济菌草技术示范中心赠送的
菌袋及有关原材料分发给协会成员。种
出的菌草平菇由协会统一收集，并统一售
卖给农贸市场和酒店。有了当地政府和
示范中心的支持，协会卖菇有了市场保
障，收益更是翻倍。

“现在我也是种菇‘专家’了！”莉蒂娅
开心地对中国菌草专家说，“感谢菌草技术
赋予我们的机会。我不仅能够挣钱养家，
还能带大家一起种菇，为社区作贡献。”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重以人为
本，既有宏大擘画，也有细处关照。“我们
在菌草技术援外项目的设计上，始终注重
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始终关注最需要的
人群。”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
任林冬梅说。

如今，菌草技术被推广至 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
成”的“幸福草”，在世界各地开出“幸福
花”，结出“致富果”，为许多没有工作、没有
经济来源的农民带去希望，为农村和偏远
地区提供了新的食品和营养来源。莱索托
民众专门创作了一首歌颂菌草的民歌：“有
人说，她是野草；有人说，她是生命；她，是
食物，也是药物；她，是希望之物……”

“我们计划进一步帮助当地完善菌草
产业链、以援促投，利用菌草抗逆性推动
荒漠化土地和盐碱地的开发利用，让菌草

‘技术包’更加丰富。”林冬梅介绍。
以菌草为代表的“小而美”项目，是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真实写照。从传
授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助力多国提高粮食
安全水平，到修建数千口“幸福井”让数百
万人吃上“放心水”……一大批标志性项
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帮
助许多国家铺就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堂堂“技术课”，架设“民心桥”
“这是我第一辆汽车的气缸盖。”在由

祖父的旧车库改造而成的直播间内，哈萨
克斯坦青年阿纳瑟尔·梅拉舍夫向观众展
示手中的部件。

梅拉舍夫是哈萨克斯坦鲁班工坊的
负责人。2023年12月9日，哈萨克斯坦迎
来第一家鲁班工坊的试运行，由天津职业
大学与东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学共同承
建。不到一年时间，工坊已经成了中哈教
育合作的典范。

“这里在拆卸和组装电动汽车用的电
动机，这是在研究蓄电池装置，这边在调
整车轮定位装置……”对于工坊的各个点
位和设备，梅拉舍夫如数家珍。工坊配备
了先进的教学设备和信息化教学资源，为
当地年轻人提供了学习先进汽车技术的

机会，也为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业提供了
重要的人才支持。

在智能网联汽车实训区内，学生们通
过电脑控制小车行驶，学习现代化智能交
通管理和车载智能网联技术。法蒂玛·巴
吉尔加诺娃对智能驾驶兴趣浓厚，积极研
究驾驶辅助系统。“在鲁班工坊学到了很
多实用技能，为我毕业后去中国深造打下
了基础。”巴吉尔加诺娃说。

“鲁班工坊项目正在改变当地年轻人
的命运。”东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学校长绍
列·拉赫梅图莉娜表示。今年7月，来自东
哈萨克斯坦技术大学的 15名教师来到天
津，参加为期两周的第二期哈萨克斯坦鲁
班工坊师资培训班。

目前，20 多个国家的 30 多家鲁班工
坊开设了 50多个专业，从人工智能、电动
汽车等先进制造技术专业，到中医药、中
餐烹饪等职业教育，尽可能满足当地对技
能的不同需求。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精彩纷呈的文化
年、艺术节、博览会、展览会，独具特色的鲁
班工坊、“丝路一家亲”、“光明行”等人文交
流项目，不断深化的民间组织、智库、媒体、
青年交流，奏响了新时代的丝路乐章。

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
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
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
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
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
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
是人间正道。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必将行稳致远。

（来源：《人民日报》，孙广勇、李强参
与采写）

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共同参与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
■ 吴乐珺 包晗

中国自主研发的“璇玑”系
统近日在乌干达西部翠鸟油田
顺利完成10口油井钻探作业，
实现累计总进尺3万多米、总
井下作业时间超5000小时的
成绩，标志着中国现代化高端
油气装备的规模化作业能力取
得新突破。图为在乌干达西部
的翠鸟油田项目现场，来自中
国和乌干达的工作人员对“璇
玑”系统工具进行测量。
新华社发罗纳德·塞坎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