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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
133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筹办情况。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在会上
表示，第133届广交会将于4月15日到5月5日在广
州全面恢复线下办展，同时开始常态化运营线上平
台。“办好第133届广交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
经济复苏，都具有重要意义。”王受文说。

面积更大、题材更新、展商更多

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中
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王受文介绍，广交会通
过线上和线下实体展两种方式，让中国的参展企
业和境外采购商、国内采购商实现面对面交流，
既可以现场成交，也可以通过线上交流熟悉情
况，为下一步签约打好基础。

据介绍，第133届广交会是近3年来首次全面
恢复线下举办，呈现不少新亮点。

从展馆面积看，本届广交会在原场馆之外，
又建了一个 10万平方米的新展馆，每届广交会要
举办三期，等于增加了 30 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
比原来多了25%。

从展览题材看，面对国际贸易新趋势和市场新
需求，本届广交会增加了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制造、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智慧生活、孕婴童用品、

“银发经济”、检测和防护用品等新展览题材。
从参展商看，此次新参展企业达到 9000 多

家，涉及家电、电子、车辆、机械、日用消费
品、医药、医疗保健等。新参展企业中，既有制
造业单项冠军，也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还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

“这次展览的新品首发首秀也比较多。初步统
计，我们线上线下举办的新品首发活动有300多场，
涉及工业制造、电子家电、建材家装、五金工具、家
居消费、时尚生活、健康休闲等。”王受文说。

海内外采购商反响热烈

本届广交会报名情况如何？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储士家介绍，本届广

交会全球工商界反响强烈，预计有2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采购商线上线下参会。截至4月3日，已有
203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参加线下展。目
前，预登记的参会人数每天都在快速增加。

从国别地区看，参展方既有欧美市场，也有“一
带一路”和新兴市场，预登记参会排名前 10名依次

为：中国香港、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美国、俄罗斯、
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印尼。从工商机构组团情
况看，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41家工
商机构将组团参会，其中印度Tibro商旅机构、马来
西亚中国总商会团组人数将超过200人。

从重点企业看，美国、法国、德国、日本、
阿联酋等地的多家头部跨国企业确认参会。

本届广交会也对境内采购商全面开放。目
前，京东集团、苏宁易购、唯品会等近百家国内
零售百强、知名跨境电商、外资企业、行业领军
企业等大采购商均确认参会。

储士家表示，为了便利参展商展示和采购商
采购，从2008年第104届起，广交会就实行按专业
分三期办展的模式。第133届广交会继续分三期举
办。“广交会分期举办，目的是吸纳更多不同行业
的中外企业参展，为企业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创造
条件。同时，按行业集中展示，有利于突出展览
主题，为专业采购商采购商品提供便利，高效满
足全球采购商‘一站式’采购需求。”储士家说。

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
来，广交会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为“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做出积极贡献，成为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推动沿线国家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王受文介绍，据初步统计，今年有来自 22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370家企业参展，占进口展企

业总数的73%。十年来，广交会积极推动沿线国家
的企业参加进口展，为沿线国家企业向中国推销
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快车道”。统计表明，十年
来，共有 41 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
6700 多家企业参加了进口展，占十年来进口展参
展企业总数的60%以上。

——推动中国制造惠及沿线国家市场。十年
来，广交会积极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购
商来采购产品，让中国的优质产品进入其市场。
据统计，广交会的采购商中，有一半都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

——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
合作。广交会有 180 多个全球合作伙伴，其中 86
家机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届广交会
将举办“中国—非洲西亚经贸合作新机遇”主题
论坛，通过论坛对接活动，促进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广交会线上持续举办、线下全面恢复，将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大客商提供更多机遇，
也为中国与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客商开
展合作创造新商机。”王受文说。

第133届广交会将于4月15日到5月5日在广州举办——

广交会恢复线下展，有哪些新亮点
本报记者 廖睿灵

一头连着脱贫增收、乡村振兴，
一头连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土特产”里有大文章。这些年，许
多地方特色农产品频频打破地域局限

“出圈”。在 4 月 1 日至 4 日召开的
2023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上，不少与会嘉宾讲述了“一粒种子
成就一个产业”的故事。

以椰汁为汤底，文昌鸡切块焖
煮，香气四溢……在很多城市的餐
厅，都能品尝到海南美食椰子鸡。品

种保护和育种创新从源头保障肉鸡品
质，助力文昌鸡“飞得”更远。在文
昌鸡国家级保种场，每只鸡独享“单
间”，从这些“曾祖辈”的鸡算起，
繁衍至第三代“父母代”种鸡将用于
生产商品鸡苗。

“把控好种源才能养出好鸡。”海
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种禽事
业部总监王秀萍介绍，公司2002年建
立该保种场，培育出的潭牛鸡配套系
是海南首个通过国家审定的优质肉鸡

配套系。公司还向农户提供种苗、技
术，按照生产规程饲养后统一回购。

与会嘉宾指出，立足当地自然资
源、找准特色，不少地方在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中把小品种做成了大产
业。但与此同时，品种、品质和品牌
水平较低，产业链较短的问题在“土
特产”发展中普遍存在。

“相比大规模种植的作物，许多
特色作物在育种创新上较滞后，需要
良种带动产业全链条的发展。”国家
燕麦荞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院长任长忠
说，该产业技术体系成立 10 多年来
育成 65 个以上的新品种，满足了不
同生态区的种植需求、不同加工用途
的原料需求，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奠
定了种源基础。

作为重要的优质杂粮，燕麦和荞
麦焕发出产业生机。凉山苦荞、武川燕
麦、白城燕麦、库伦荞麦等一批区域公
用品牌打响知名度，我国有一定规模
的燕麦、荞麦加工企业也从10多年前
的不到20家增长到目前的150多家。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质资
源则是育种创新的源头。我国悠久的
农耕文化和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孕育

出各地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美味的
密码，往往藏在不起眼的小小种子中。

颜色红润，清香扑鼻，米粒饱
满……安徽省颍上县的庄红贡米入
选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2021 年全国农
作物十大优异种质资源。检测发现，
这种米营养价值高，铁和锌等微量元
素含量是普通大米的8倍至15倍。看
中其市场化潜力，当地育种团队正在
对种子提纯复壮，将申请新品种保护
并进行推广种植。

加快摸清种质资源“家底”，为
更好地挖掘利用奠定基础。眼下，第
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
行动已基本完成任务，征集和收集到
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12.4万份。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介绍说，新
征集和收集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中，包
括一大批特色、特有或特异的种质资
源。除了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之外，有些还具有独特的地方文
化，或在食用、保健等方面具有特殊
功能，在乡村振兴中具有较大的潜在
利用价值。

据了解，2023 中国种子大会暨
南繁硅谷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聚焦
种业振兴行动的新进展以及种业科技
创新的新成果，由中国种子协会、海
南省农业农村厅、三亚市人民政府等
单位共同主办。

（新华社三亚4月 4日电 记者
罗江、陈凯姿）

一粒种子，书写“土特产”大文章

本报北京4月4日电（记者徐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
3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企业家宏
观经济热度指数为 33.8%，比上季上升 10.3 个百分点；
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40.2%，比上季上升22.8个
百分点；对下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预期指数为
50.9%，高于本季10.7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一季度，企业家产品销售价格感受指
数为 47.8%，比上季上升 0.6 个百分点，出口订单指数
为 39.5%，比上季上升 0.5 个百分点，资金周转指数为
59.9%，比上季上升 3.3 个百分点，经营景气指数为
49.2%，比上季上升2.6个百分点。

一季度，我国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78.4%，比上季
上升19.0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上升6.1个百分点。分
行业看，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为 73.9%，比上季上升
11.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为71.0%，比上
季上升 10.4 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贷款需求指数为
68.0%，比上季上升10.9个百分点；房地产企业贷款需
求指数为 55.3%，比上季上升 11.6 个百分点。分企业规
模看，大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为64.9%，比上季上升10.3
个百分点；中型企业为 68.2%，比上季上升 11.8 个百分
点；小微企业为76.5%，比上季上升14.0个百分点。

此外，央行针对城镇储户的调查报告还显示，一
季度收入感受指数为50.7%，比上季上升6.9个百分点；就业感受指数为
39.9%，比上季上升 6.8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 23.2%，
比上季增加0.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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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珠海4月4日电（记者李
刚） 近日，全国首笔数字人民币行
邮税在广东珠海拱北口岸成功缴
纳，首个“数字人民币+旅检行邮
税”应用场景成功落地。

相较于其他行邮税缴纳方式，
数字人民币缴纳行邮税具有支付
快捷安全、支持多家银行钱包、

更具法律保障等明显优势。纳税
人只需出示数字人民币钱包付款二
维码，便可通过 POS 机完成数字
人民币行邮税缴纳，经海关工作人
员核对支付回执无误后即可放行
已税物品，极大方便了纳税人，
提高了旅客通关速度，优化了服
务水平。

本报合肥4月4日电（记者吴
焰、韩俊杰） 安徽 2023 年全省第
二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日前举
行。此次集中开工动员项目 1069
个，总投资7362.1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1734.8 亿元。其中，新开工
50 亿—100 亿元项目 30 个，100 亿

元以上项目10个。
第二批重大项目中，有制造业

项目 720个，总投资 5279.2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1167.7 亿元，占第二批
开工项目年度计划投资的 67.3%。
此外，还包括基础设施项目189个、
民生及其他领域项目160个。

首笔数字人民币缴纳行邮税珠海落地

安徽今年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
总投资7362.1亿元

安徽今年第二批重大项目开工
总投资7362.1亿元

8家协会商会发出联合倡议

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8家协会商会发出联合倡议

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清明时节，贵州省六盘水市多地茶园进入明前茶采摘忙碌期，人们
抓紧时间采摘、加工新茶，供应市场。截至2022年底，贵州省茶园面积
达到700万亩，年茶叶产量达到45.4万吨。图为茶农在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月
亮河彝族布依族苗族乡花德村茶园采摘春茶。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广交会展馆四
期展馆是广交会发
展史上的最大扩建
工程，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正式开工，
建成后使展馆总面
积增加约 40%，增
加展位近 6000 个。
图为广交会展馆四
期展馆通道一角。

贺林平摄
（人民视觉）

时下，天气渐暖，土
壤墒情好，新疆棉花春播
自南向北拉开序幕。在新
疆 麦 盖 提 县 、尉 犁 县 等
地，当地棉农借助卫星导
航、农机等，实行机械化
作业，全面开展棉花播种
工作。

得益于独特的光热
条 件 ，新 疆 成 为 中 国 最
大 、世 界 重 要 的 棉 花 产
区。近年来，新疆持续推
进优棉举措，棉花生产呈
现规模化种植比例增加、
集约化水平提升的发展
态势，推动棉花单产不断
提 升 。图 为 新 疆 麦 盖 提
县，棉农操作机械在棉田
犁地。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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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村是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也是省内首批“未
来乡村”。溪口老街修缮后已有近百名青年创客入驻，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为古村带来活力。图为游客在青年创客姜鹏工作室的展厅参观选购
竹产品。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记
者杨湛菲） 记者4日从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获悉，为发挥行业协会
商会积极作用，助力服务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
会等 8 家协会商会联合发出倡议，
力争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更有针
对性的优质服务，切实增强中小企
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倡议提出，行业协会商会要切
实发挥企业帮手作用，为政府科学
决策提供信息参考，帮助中小企业
争取各类帮扶政策，支持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要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主动减免经营困难会员企业尤
其是中小微企业会费和其他收费项

目，主动降低盈余较多收费项目的
收费标准。

倡议呼吁，行业协会商会要发
挥自身资源链接优势，积极构建一
批服务中小企业的新型平台，推动
各类要素资源向中小企业集聚，组
织中小企业参加各类展销会、博览
会，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产品销售
市场和销售渠道。

记 者 从 民 政 部 了 解 到 ，2022
年，各地依托行业协会商会招商引
资超过2.5万个项目，涉及意向投资
超过3000亿元；在民政部协调支持
下，全国性、省级社会组织助力区域
发展战略，举办合作对接、集中展
示、主题论坛等活动超过4200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