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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日前，第25届中国兰
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拉
开帷幕，共有来自42
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
织的嘉宾及企业代表
出席。兰洽会已成为
我国西部的品牌经贸
盛会，同时也是观察西
部开发开放的窗口。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花为媒花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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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路上新作为

2018 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9%、国资国企改革有序推进、营商环境

进一步改善……近年来，辽宁省改革创

新、锐意进取，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

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区、市）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

辽宁省省长唐一军介绍了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的辽宁实践。

□ 屠国玺 王铭禹 李 杰

来自巴西的商贸展台前，桑巴

女郎跳起热情奔放的舞蹈；旁边非

洲加纳的展位里，鼓手们敲击出铿

锵节奏……这是新华社记者日前在

甘肃省兰州市举行的“兰洽会”主展

馆里看到的场景。

日前，第25届中国兰州投资贸

易洽谈会拉开帷幕，共有来自42个

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的嘉宾及企业

代表出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兰洽会已成功举办24届，成为我国

西部的品牌经贸盛会，同时也是观

察西部开发开放的窗口。

从本届兰洽会来看，在我国西

部地区，文旅产业逐渐兴起、投资潜

力不断释放、对外开放正在提速，西

部开发开放正在迎来新机遇。

资本追逐“诗和远方”
丝路文旅产业渐兴起

甘肃因丝路而闻名于世。位于

我国西北内陆的甘肃，历史上就和

古丝绸之路紧紧连在一起，是许多

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在本届兰

洽会上，张掖、敦煌、酒泉、嘉峪关、

兰州等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

城推出的多个文旅项目，成为客商

投资热点。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卫中

说，文旅产业已经成为甘肃省投资

发展“加速度”最快的产业。过去5年

时间里，甘肃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综

合收入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

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贯彻和深

化，西部交通设施的逐步改善，丝路

文旅产业在西部地区逐渐兴起。

眼下，甘肃省丝绸之路旅游进

入最旺季。与前些年游客单纯观景

不同，现在《丝路花雨》《又见敦煌》

《敦煌盛典》等取材于丝路文化的演

出也是异常火爆，将国内外的游客

“引进来”“留下来”。

一些投资者从文旅结合中看到

了商机。

“我们想让古老的丝路文化动

起来、活起来”。西安一家文旅集团

计划在嘉峪关投资一个文旅和科技

相结合的项目。该公司总经理代紫萱

说，他们将利用全息光影数字化技

术，将丝绸之路历史上一些经典的

故事和场景再现。

大企业开抢西部市场
投资潜力不断释放

“客官您好，按照屏幕操作，扫

描二维码……”在兰洽会四川展位，

名叫“小贩”的智能零售机器人灵活

移动，发出清脆的语音问候。用手

机在其屏幕扫码，就可以购买他“肚

子”里的饮品。

这款机器人的生产商——成都

越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胡松说：“我们首次参展，就是想抢

先占领西北市场。”

本届兰洽会期间，类似这样参

展的科技型企业为数不少。绿色、

科技、创新，成为兰洽会的亮点。

在西北首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

区，各类项目签约总金额达436亿

元。其中包括了大数据和信息化、

绿色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农业

和生物医药等绿色生态产业。

中国铁塔甘肃省分公司工作人

员董海滨介绍，目前移动、电信、联

通3家运营商均已在全省多地布局

5G试点。其中甘肃移动正在兰州

新区布设网络，兰州新区有望成为

主城区全域覆盖网络的“5G新城”。

一些投资商认为，近年来甘肃

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果逐渐显

现，让他们投资不再有后顾之忧。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辉

表示，他们关注到甘肃省实行项目

审批“承诺制”、实施“企业减负”行

动和多项产业扶持奖励政策。经过

调研后，他们认为西部地区营商环

境日益优化，资源丰富的优势正在

凸显，市场投资潜力不断释放。

徐辉说，未来3年该企业将在甘肃

增加6亿多元投资，把甘肃优质农

副产品销售到更多城市。

打通“陆海新通道”
西部内陆开放提速

兰洽会的主展馆里，来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特产琳琅满目：东

欧的红酒、马来西亚的咖啡、印度的

毛毯、非洲的手鼓……其中，许多产

品都是通过“陆海新通道”漂洋过海

来到我国西北内陆。

“陆海新通道”是指甘肃、重庆、

四川、广西等西部省份通过铁海、铁

铁、公铁联运等不同方式，把“一带”

与“一路”连接起来，形成西北内陆和

东南亚地区交通物流的便捷通道。

甘肃兰州国际陆港就是“陆海

新通道”的受益方。该陆港负责人

在兰洽会期间表示，今年上半年，经

由陆海新通道，他们共发运13列国

际货运班列，西北的矿产品、农产品

和东南亚地区的水果冰鲜产品借助

这条通道“南下北上”。

新加坡太平集运服务（中国）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鼎声说：“这条通道

促进了西部内陆甘肃等省份与国际

市场的直接贸易。”目前该公司已在

新加坡设立专门展区，展示甘肃特色

农产品、推荐甘肃旅游线路。这家公

司将在兰州设立物流园区，作为枢纽

“向西对接丝绸之路的广阔市场”。

丝绸之路在甘肃省境内绵延

1600多公里。如今，甘肃已经形成

面向中亚、欧洲、南亚、东盟的四条

对外开放通道，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方面的

合作不断加强，对外开放不断提速。

□ 康 淼 黄鹏飞 张逸之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

区，福建省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

合作加快对外开放，推进人文交流、

经贸合作和体制机制创新。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逐渐向

“工笔画”推进，福建“海丝核心区”

也正呈现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良

好态势。

人文交流续写“海丝”新故事

六月夏至，古城泉州，新落成的

大剧院里《马可·波罗》歌剧成为首

演剧目，重现着13世纪旅行家马可·

波罗造访泉州的传奇经历。宋元时

期，“东方第一大港”泉州见证了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盛景。

来自印度的博士后苏尚克正是

福建“海丝”建设的参与者。从2018

年3月成为中科院泉州装备制造研

究所引进的外籍博士后以来，他不

仅学会了手机打车、手机叫外卖，更

热衷于参与端午“抓鸭”、中秋“博

饼”、元宵赏灯等特色民俗活动。

在苏尚克看来，“一带一路”是

合作创新之路，也是人文交流之

路。目前，他所在的研究所正联合

国际团队申请“一带一路”科研项

目，加快推进无人驾驶与通信技术

的研究。他说：“我们希望利用新技

术为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国

家缓解交通压力，用我们的知识为

各国百姓创造更多便利。”

近年来，越来越多类似苏尚克

的外国人造访福建。2005年，来自

日本京都的建盏爱好者水出勝到福

建从事贸易，偶然间发现福建独特

的建盏工艺，随后则在德化创建了

自己的工作室，钻研技艺，烧制盏

坯。如今，他的建盏已成为国内外

收藏界追捧的精品。

目前，德化已建成10个外来艺

术家驻地创作基地，来自德、法、韩、

日等国的上百名艺术家纷纷造访。

德化县委书记梁玉华介绍，通过举办

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引进国内外艺术

家开展创新，德化正通过传统工艺文

化续写着千年“海丝”的当代新故事。

经贸合作打通全球产业链

2019年伊始，埃及政府与来自

福建的网龙网络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谅解备忘录，将利用网龙现有的数

字教学技术和设备，在未来3年完成

埃及国内26.5万间智慧集装箱教室

的建设。

这款智慧集装箱教室在今年5

月举行的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上也得到了国内外客商的关注。“教

室配有全息投影、虚拟现实和互动

白板等，可以实现便捷安装和搬运，

非常适合发展中国家用较低成本快

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普及。”网龙首

席执行官熊立介绍，该产品正是公

司走向“一带一路”的最新尝试之一。

在侨乡福清，当地党委、政府积

极引导企业组建食品行业产业联

盟，在国内及印尼、哈萨克斯坦等地

先后规划多个食品工业园区和种植

养殖基地，将具备本土优势的食品

产业链延伸至“一带一路”。

福清市委书记王进足表示，目

前福清市已与相关国家地区签订了

合作协议，将加快推进规划与建设，

实现合作共赢。

福建省发改委统计，截至2018

年底，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

境外分支机构已达2594家，协议投资

额超过323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

福建省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

出口贸易增长10.6%，“一带一路”经

贸合作已成为福建深化对外开放、

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机制创新构建“海丝”新枢纽

2018年12月，由多家企业在厦

门共同发起成立“丝路海运”联盟的

倡议，已得到超过100家国内外港

航物流、商贸制造企业和科研机构、

行业协会积极响应。截至今年6月

10日，34条“丝路海运”航线累计开

行593个航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46.28万标箱，同比增长10.07%。

福建不仅加强“海丝”人文与经

贸合作，更加快探索机制创新。

以福建省政府与国家航天局联

合发布的《卫星应用助力数字福建

创新发展总体方案》为例，方案通过

卫星数据的采集和共享，在福建着

力打造海丝卫星数据服务中心。截

至2018年12月，该中心已具备国产

26颗卫星（遥感）数据的实时接收、

存储、处理、分发服务能力，数据覆

盖海丝沿线闽、浙、粤、桂、琼、川及

港澳台地区。

“未来我们的卫星通信技术还

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一带一路’更多

领域，让创新技术真正实现合作共

享。”作为参与海丝卫星数据共享的

民营企业代表，达华智能公司副总裁

王中民表示。

福建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阶段，福建省将持续发挥优势、

聚焦重点、深耕细作，打造“丝路投

资”品牌，发挥人文优势探索民心相

通有效路径，推动“海丝核心区”建设

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甘肃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快速增长

本报讯 日前，新华社记者从兰州海

关了解到，今年以来甘肃省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兰州海关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甘肃

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总值

增长6.7%，占甘肃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一

半以上，达到53.7%。其中，对蒙古国的进

出口增速达23.3%，对东盟的进出口增速

达50.4%。

据了解，甘肃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商品中，矿产品、机电产品、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等成为主要商品

品类，占所有商品总值的八成以上。

根据兰州海关的相关分析，甘肃省借

助区位优势，不断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各

类开放平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时，兰

州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间，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各项优惠便利措施带动甘肃与沿线

国家外贸快速增长。

目前，从甘肃省开行的国际货运班列

向西到中亚、欧洲，向南到南亚、东盟等地，

多维度开放格局已经形成。作为甘肃省

对外开放重要平台的兰州新区综合保税

区进出口继续延续倍增态势，前5个月进

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倍，进出口质量不断

提升。 （王铭禹）

“一带一路”中意企业
投资对接会在意大利举行

本报讯 “一带一路”中意企业投资对

接会日前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举行。与

会中意代表就如何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寻找合适的商业投资机会进行了深

入交流。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迈克·杰拉

奇在会上指出，意大利与中国签署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

意大利期望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

遇，也欢迎中国企业来意大利投资兴业。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军华通过视频发

表致辞说，在4月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与会的各国工

商界人士签署了总额640多亿美元的项目

合作协议，这显示了“一带一路”建设带来

的巨大商机。他相信，通过双方脚踏实地

的努力，中意合作一定会收获新成果。

意大利克拉斯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保

罗·帕纳拉伊认为，意大利企业应关注中国

市场，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

新华社旗下中国经济信息社（以下简

称中经社）总裁助理陈小彬表示，为更好地

推动意大利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

经社与克拉斯传媒集团已合作推出了“新

华丝路”意大利语版，帮助意大利企业更好

地获取投资信息。

今年3月，中意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自1970年两国建交

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商务部公

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意双边贸易额突

破5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00亿

美元。 （胡平超 沈忠浩）

“ 海 丝 ” 风 起 东 南 岸

古 丝 路 显 现 发 展 新 潜 力

中白两国共同举办中白两国共同举办
““一带一带一路一路””区域合作发展论坛区域合作发展论坛

中国商务部与白俄罗斯经济部日前

在白首都明斯克郊区的中白工业园共同

举办“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发展论坛。图

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中白工

业园，身着白俄罗斯民族服装的人们在

演唱民族歌曲。

新华社发（任科夫 摄）

资 讯

从第25届兰洽会来看，我国西部地区文旅产业逐渐兴起、投资潜力不断释放、

对外开放正在提速，西部开发开放正在迎来新机遇

今年前5个月，福建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增长10.6%，

推动“海丝核心区”建设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