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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这个国庆节，上海在洋溢着喜庆氛围的同时，也多了一份
忙碌。重点配套项目陆续竣工、 1000 万盆鲜花扮靓街头、辐
射 365 天的交易平台加速落地……再过 30 天，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将召开，上海已经全方位“动起来”。

看配套：走路 10 分钟，从虹桥到国家会展

中心

从万商云集的虹桥商务区到进口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走路要多长时间？答案是： 10 分钟。

国庆前夕，连接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与国家会展中心的二层
步廊东延伸工程正式竣工。作为首届进口博览会的重要配套项
目之一，二层步廊跨越了铁路、河流、高架。这意味着，游客
从虹桥火车站出来，可以一路步行至国展中心，非常方便。

二层步廊是进口博览会配套工程的缩影。目前，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外围的 15 条配套道路已全部具备通车条件。博览
会期间，这个交通网络将迅速分解 G50 沪渝高速、 G2 京沪高
速带来的车流，实现长三角地区的“快进快出”。

看通关：20 多项创新举措基本落地

4 日上午 9 时 58 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个进口分拨

集装箱顺利运抵上海吴淞海关辖区。这个集装箱内有 15 票
分拨单，涉及菲律宾的 15 家参展商食品，包括芒果干、香
蕉干、榴莲干等。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最新信息，目前企业商业展已经有
1500 余家展商的展品进入中国大陆境内，约有 1000 余家展
商的展品已经或正在从境外发运，预计 10 月中旬将有大量
展品集中到港。

为了给展商提供优质服务，上海海关已设立进博会海关
专用窗口。展品凭“进口博览会进境物资证明函”，可以在
专窗办理业务，享受“绿色通道”待遇。

上海市副市长吴清表示，在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的大力
支持下，前期上海提出的 20 多项创新举措基本落地，涵盖
进口博览会的展前、展中、展后阶段。这包括：允许展会展
品提前备案、以担保方式放行展品、延长展品有效期至 1
年、展品展后进入保税监管场所或特殊监管区域视同离境予
以核销，等等。

看服务：“迎行住食转”5 大环节全面细化

毕业于同济大学德语系的张良，目前在闵行区梅陇镇工
作。为服务首届进口博览会，他已报名成为接待外宾的联络
官。一下班，张良就抓紧“捡起”英语和德语，即便是日常
用语，也反复斟酌语气。连 4 岁的儿子都耳濡目染，不时蹦
出几句简短的英文。

张良是进博会服务团体中的一员。着眼“当好东道主”，上
海正统筹全市资源，用心锻造进博会城市服务“金牌”。比如，
在住宿方面，梳理形成全市三星级以上 1700 余家酒店、25 万
余间客房供给清单，并公布了价格行政干预方案。

与此同时，滚动招募培训 5000 名志愿者、组建 100 个
“青春上海”城市文明志愿服务站点，提供热情真诚的志愿
服务。 （下转 4 版）

360 度颜值 365 天辐射

上海全城涌动“进博”热

▲这是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内的进口商品展示厅，这里将
成为进博会“6 天+365 天”展示交易平台的一部分（9 月 30 日
摄）。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新华社记者梁冬、马晓成

一座地处东北内陆的老工业城市，如何在转型发展中找到
新坐标？齐齐哈尔，这座拥有丰厚工业、农业基础的城市，在
农业中找寻绿色基因，在工业中增添创新底色，在营商环境中
持续构建“亲清关系”，加速填写自己的“振兴答卷”。

在农业发展中找寻绿色基因

齐齐哈尔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嫩江水在境内蜿蜒流过，不仅
带给了这片土地壮美风光，更让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嫩江水，黑土地，这是自然给予的财富，如果不让这片
优势资源产出绿色硕果，甚至一味索取，透支资源，可就辜负

了自然的馈赠。”齐齐哈尔市委产业办主任庄树义说。
怎样可持续用好优势资源？齐齐哈尔以“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为抓手做起了农业大文章。

“地处北纬 47° 黄金农牧业带，玉米、马铃薯等产量
居全国前列，通过引进优势产业，吸引农业集聚，才能更快
引领绿色农业发展。”庄树义说。

去年底，黑龙江省最大的玉米深加工项目——— 齐齐哈尔
龙江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投产，项目年加工玉米 300
万吨，年实现产值 130 亿元，几乎可以对齐齐哈尔所有玉米产
量实现转化。近年来，齐齐哈尔不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一大批粮食加工龙头企业集聚“鹤城”，玉米产业布局基本
完成。齐齐哈尔还不断推进畜牧业升级，种猪繁育和生猪屠宰
产业初步形成业态集聚。飞鹤乳业已经在 8 个县区布局，现代

化无污染的绿色牧场，不断为农业发展增添绿色基因。

在工业发展中增添创新底色

齐齐哈尔拥有中国一重、中车齐车集团等多家装备制造
龙头企业，工业基础雄厚。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比重大，企
业活力和竞争力不足，也成为制约齐齐哈尔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 （下转 2 版）

绿色 创新 服务

一座东北老工业城市的“振兴答卷”

新华社北京 10 月 5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连
日来，应邀出席我驻外使馆国
庆招待会的多国政要积极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 9 年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
取得的伟大成就，期待与中国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
边关系更好发展。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财
政部长丁进勇说，巩固和深化
越中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符合
两国发展需要，有利于地区和
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越方
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
共同努力，推动两党两国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孟加拉国文化部长努尔盛
赞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感谢
中国对孟加拉国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的宝贵支持，希望两国继
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
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摩洛哥首相奥斯曼尼赞赏
中国为摩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杰出贡献，表示摩方高度重视
发展对华关系，希望双方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做好发展战略
对接，继续做实做强务实合作。

毛里求斯代总统沃亚普里
表示，毛里求斯希望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在中非合
作论坛框架下加强对华合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毛中和中非命
运共同体。

卢旺达财政与经济计划部
长恩达吉吉马纳说，中国不仅
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
举世瞩目成就，更在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基础上为包括卢
旺达在内广大非洲国家提供支
持，卢方愿同中方携手并进，
共创卢中关系的美好明天。

津巴布韦内政部长马塞马
表示，患难见真情，中国对津
巴布韦的帮助大大提高了津巴
布韦的基础设施水平，促进了
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民群
众福祉，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
力，推动津中关系行稳致远，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智利众议长费尔南德斯表

示，智中建交 48 年来，两国各
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智方
将继续致力于推动智中关系不
断发展，支持中国为捍卫多边主义所作的努力。

萨摩亚代总理、卫生部长图伊塔马感谢中国政府和人
民向萨摩亚提供的无私援助，表示萨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
政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坚定支持中国，期待在“一带
一路”框架下深化与中方合作，将两国关系推向新高度。

土耳其农业部长帕克戴米尔里表示，土方赞赏中国找
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世界各国树立了典范，土方高
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希望与中方深化“一带一路”框架
下务实合作，推动土中关系再上新台阶。

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斯诺普科夫说，白方为中
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高兴，愿同中方一道，积极落实
两国高层互访成果，推动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转化为更多
务实合作成果，不断丰富白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捷克外交部长哈马切克说，捷方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
摆在外交优先位置。自 2016 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
来，双方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捷方希望双边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使两国合作结出更多硕果。

意大利参议长卡塞拉蒂说，世界格局正在经历深度调
整，意中两国应继往开来，巩固传统友谊，推进务实合
作，为推动地区与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积极
贡献。

奥地利数字与经济事务部长施兰伯克表示，今年 4 月，
范德贝伦总统和库尔茨总理率奥地利史上规模最大代表团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充分表明奥地利对发展对华关系的
高度重视，奥中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合作潜力巨大。

德国总统府国务秘书施泰因莱表示，今年德中两国成
功举行政府磋商，为德中合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希望未来两
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不断夯实德中友谊。

(参与记者：陶军、王迪、黄朝晖、刘春涛、陈斌杰、文浩、
吕天然、张玉亮、党琦、王沛、张永兴、施春、秦彦洋、魏忠杰、
李佳、王义、陈占杰、刘向、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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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10 月 5 日电(记者雷嘉兴、黄凯莹)“国庆
节当天我们出海打鱼的一些渔民聚在一起，六七条渔船一条
挨着一条，一起唱国歌，庆祝国庆。”山心村村民刘勇说，
今年的国庆节他是在海上度过的。在他的渔船上，鲜艳的五
星红旗迎着海风飘扬。

山心村位于广西东兴市江平镇，是一个京族村。滨海而
居的京族是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依托渔业和边境贸易，已
成为我国最富裕的少数民族之一。自古以来“靠海吃海”的
京族人多以耕海牧渔为生，山心村的产业发展也离不开“大
海的馈赠”。

渔箔是山心村京族人捕鱼使用的一种漏斗形的工具，这
里的渔民们习惯把捕捞到的小鱼留下来制作鱼露。“鱼露是东
南亚料理中很常见的一种调味料，也是我们京族的一个特色

产品，非常受欢迎。”山心村村民黄尚文看着作坊里一缸缸
腌制着的鱼露说道，“我做鱼露生意已经 18 年了，近些年来
效益越来越好，今年的收入预计能有 20 万元左右。”

京族鱼露虽然已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
“京族三岛”中鱼露产量最高的山心村仍以家庭作坊生产为
主。山心村委会副主任刘业胜表示，下一步准备引进资金，
建设专业的鱼露加工基地，把鱼露的生产规模化、专业化，
把传统产业做大做强，还准备发展电商经济，将鱼露更好地
销往全国各地。“要打好京族鱼露这张名片，让外界更好地
了解京族，了解东兴。”刘业胜说。

东兴市与越南芒街市隔河相望，国庆长假期间，东兴
市不少商家和居民都在门外挂起了国旗，成为旅游一景，
树立了祖国南疆国门形象。

国旗飘扬，国门渔家话丰收

▲ 10 月 4 日拍摄的西藏山南市贡嘎县昌果乡村民收获的红土豆。贡嘎县昌
果乡被誉为“红土豆之乡”。近日，昌果乡种植的大片红土豆进入收获季，田间地
头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红土豆”进入收获季

内蒙古的秋天寒意袭人。顾不上吃早
饭的谢国军，一大早就来到自家大棚察看
西红柿的长势。大棚里西红柿秧已经长到
一人多高，翠绿的叶片中间挂满了一串串
红灿灿的果实。“没想到第一年试种就成
功了，收成还不赖，挣五六十万元应该不
成问题。”看着长得圆滚滚的西红柿，谢
国军笑得合不拢嘴。

谢国军是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初头朗
镇陆家营村村民，由于当地水资源丰富、
纬度高、光照强、昼夜温差大， 2006 年
起，陆家营村率先在松山区西部乡镇中发
展起设施农业，种植西红柿等农作物，并
成立了 1 家合作社，有 2 个专业经纪人。

经过 10 多年的经营，村民们已经熟练掌
握设施蔬菜种植技术，温饱问题不愁了，

大伙又有了致富的新愿望。

去年，区、镇、村三级对陆家营村设
施农业进行全新规划，规划总面积 4500
亩，分三期完成，包括市场 1 处、厚墙体
日光温室 199 栋，同时给予水、电、路等
附属设施配套。村民利用厚墙体日光温室
种植口感更好的硬粉西红柿，使用生物有
机肥料，打造纯绿色农产品。

“厚墙体日光温室保温性好，改变了
过去像赤峰这样的高寒地区果菜类不能越
冬生产的问题。一年可以种植两茬，产量
增加的同时，农民的收益也增加了。”赤
峰市松山区农牧业局副局长吴瑞国说。

陆家营子蔬菜营销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郑天才告诉记者，西红柿通过供销合
作社系统的供销 e 家平台进行销售，由于
这儿的西红柿是绿色产品，口感好，营养
丰富，收购商以 2 . 8 元/斤的价格进行收
购，要高于一般市场收购价，解决了过去

农民“顾得上种、顾不上卖”的销路难题。

谢国军家有 9 个厚墙体日光温室，在村里是最多的。按
照 2 . 8 元/斤的订单收购价，预计今年能净赚五六十万元，
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西红柿首富”。

76 岁的谢洪毅曾经是村里的贫困户，由于腰有病干不
了重活，一年收入不到 3 千元，两个儿子都“打光棍”。去
年谢毅以反租倒包的形式承包了一个日光温室种西红柿，预
计今年能收入四五万元。如今谢洪毅不仅脱了贫，还开始张
罗起儿子们的婚事。“可算盼到了好日子，做梦都能把人乐
醒。”谢洪毅咧着嘴笑道。

正是丰收的季节，在陆家营村西红柿交易市场里，每天
都有村民拉着自家西红柿来到这里称重、分拣、装车。红彤
彤的西红柿就像一个个“红灯笼”，映出陆家营村村民一天
比一天红火的日子，也照亮一个小村庄农业转型升级的致富
道路。 (记者邹俭朴、王雨萧、达日罕)

新华社呼和浩特 10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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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5 日电(记者高攀、杨承霖)美国
商务部 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8 月货物和服务贸易逆
差继续扩大，升至 6 个月来新高。

数据显示，美国 8 月出口环比下降 0 . 8% 至约 2094
亿美元，进口环比上升 0 . 6% 至约 2627 亿美元。当月贸
易逆差增至约 532 亿美元，较前一个月修正后的约 500 亿
美元增长了 6 . 4% 。

数据还显示，今年前 8 个月，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
差总计约 39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8 . 6% 。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
不能缩减贸易逆差。相反，伴随美国财政赤字扩大、私人
储蓄下降、利率水平和美元汇率上升，美国贸易逆差将继
续扩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
尔德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加征关税来削减贸易逆差的做法
是误入歧途，这不仅无助于解决贸易失衡，反而会加剧贸
易紧张局势并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美国 8 月贸易逆差

升至 6 个月来新高

近日，河北省坝上地区尚义县的 10 万亩莜麦进
入收获期，农民抢抓农时收获莜麦，农田里呈现一派
繁忙景象。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收获莜麦

丰 收 的 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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