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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第一次打卡“四叶草”，往年“网友”口中
热闹非凡的进博会，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全球首发、
亚洲首秀、中国首展，目不暇接的新品发布仪式，让观
众走过路过很难与新品错过。从绿色能源到尖端医疗，
从自动驾驶到高新制造，从聚焦银发经济的适老化产品，
到关注女性需求的日化新品……一个个展台就像一块块
拼图，拼贴进博会“买全球、惠全球”的绚烂图景。

其中，最让我感到意外又欣喜的是，进博会“探馆”
时总能遇到分布在各个展馆的“小展台”。说它们小，是
因为每个展台的占地面积都不大，经营展台的展商人数
通常也不多。但可不要小看这些“小展台”——每个

“小展台”都有让观众流连驻足的独特魅力。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来自巴西的粮食、咖啡、香

料、红酒展台连成“长廊”，尽管每个展台里大多是一个
展柜、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但总有相谈甚欢的展商和

客商把展台填得满满当当。在新西兰中
国商会展台，来自各大直播电商平台的
主播在各个企业的展台间穿梭，乳制
品、保健品、蜂蜜，来自新西兰的天然
食品随着一声声“上链接”，装进了天
南海北中国网友的“购物车”。在浙江
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境外展团展台，前
来品尝西班牙火腿“哈蒙”的观众绕着
展台排起长队，火腿切片师一边回答着
观众的好奇发问，一边还要顾着手上

“功夫”不停。当我和展台负责人先聊
起来，发现他们不少是 7 年都来的“全
勤生”，有的“小展台”还在逐年扩大
……每个“小展台”的背后是由许许多
多中小企业构成的海外市场“大乾坤”。

“进博会不仅是大型跨国企业一展
歌喉的舞台，也为许许多多中小企业摇
起进入中国市场的扁舟。”新西兰中国

商会会长祁军的话让我印象深刻。让更多海外中小企业
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接触中国市场、认识中国市
场、融入中国市场，进博会上的“小展台”功不可没。
生机勃勃的“小展台”也成为进博会越办越好的一个生
动注脚。

而在创新孵化专区，我在更多“小展台”中看到了
高新科技蓬勃发展的未来趋势。首次参展的美国瞬动科
技公司主打一双时速最高可达 11 公里、人工智能技术助
力的个人移动设备，为未来的步行提供另一种想象。亿
航智能将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搬进展台，点开简洁易懂
的操作屏，空中交通的畅想悄然走进现实。这些“小展
台”预见着科技改变生活的广阔未来。

这样的“小展台”在进博会还有很多很多，其中的
精彩故事更是聊不够、讲不完。期待下一届进博会，我
们继续见证“小展台”的成长，探访“小展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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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第三次作为前方记者到上海报道
进博会。来之前我就在想：此前采访过的老朋
友是否还在？今年的爆款展品会是什么…… 抵
达上海、进入场馆后，我发现，阔别 2 年的进博
会既熟悉又新鲜。

熟悉的，是场馆里那一张张老友的面孔。
今年约有 186 个“全勤生”，既有知名跨国企业，
也不乏中小企业，处处传来“好久不见”的声
音。在同一个展馆同一个位置，还是熟悉的品
牌，即使 2 年没来我也不会迷路。采访时，当我
问道“这是您第几次参加进博会”，有展商自豪
地回答“进博会开了几年我们就来了几年”，还
有人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国家展，但我们
去年就以企业的名义来过了”。

新鲜的，则是更大的展台与更精彩的展品。
有的展商从“共用一张桌子”到拥有 60 平方米
的独立展台；有的展商升级了自家王牌产品再
度选择在进博会上首发首展；有的展商选择不
展示新品，通过艺术装置和 VR 设备展现品牌调
性和经营理念。更多的是展商们带来了尚未面

世的各种新产品、新技
术、新服务，生动诠释
着“越办越好”的进博
承诺。

熟悉的，是进博会
的 热 闹 与 人 气 。 要 问

“四叶草”哪里最热闹，
那 一 定 是 消 费 品 展 馆 。
穿行其中，展台边上排
起长龙，发布会里座无
虚席，一不留神就闯入
了 别 人 的 现 场 直 播 间 ，
我自己拍摄视频时也总
有陌生人闯入镜头。在
食 品 及 农 产 品 展 馆 里 ，
我刚开口还未来得及表
明来意，就被塞了一片
西 班 牙 火 腿 ， 展 商 说

“先尝尝再说”，热情的
氛围扑面而来。

参展商在中国市场不断取得的闪亮业绩更
让人振奋。“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今年的
订单比去年还多”，进博会上达成的合作意向、
签下的采购订单，给足了展商底气，让他们对
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更有信心了。收获信心的同
时，他们也在这里洞察新的趋势、寻找新的机
遇。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等成为进博会上
的高频词，正是展商们对未来趋势精准把握的
展现。

这些变与不变背后，是中国市场持续增强
的磁力，吸引着全球客商不远万里而来；也是
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的写照。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展商作出了

“进博会一直开，我们一直来”的承诺。今年，
共有 1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96 家展商参展；其
中，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 297 家，创历
史新高。

一展汇世界，一展惠全球，进博会就是这
样一场让人难忘的盛会。

熟悉又新鲜的进博会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今年是我第三次参
与进博会的报道。出发
前，我关注到一则新闻
线 索 —— 今 年 进 博 会 ，
中国向 37 个最不发达国
家参加国家展和企业展
提供支持，并向这些国
家的 120 多个企业提供免
费展位。循着这条线索，
我决定去国家展转一转，
挖掘来自最不发达国家
的进博故事。

步入“四叶草”国
家展，西非区域展台很
快引起我的注意。在贝
宁展台前，试饮试吃的
人群排起长队。贝宁是
一个位于西非中南部的
国家，也是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去年进博会上，贝宁一家企业展出被誉为“甜
面包”的菠萝产品，受到中国消费者欢迎，促
成了不少合作。今年，首次参加国家展的贝宁
带来了腰果、蜂蜜、乳木果油制品。一名贝宁
的出口商说：“中国市场对非洲产品的接受度很
高。为了参加进博会，我们提前一年就在做
准备。”

坦桑尼亚是今年进博会国家展的主宾国之
一。展区内，展商诺埃尔·彼得·坎比利向来
往人群展示着一幅幅色彩跳动的“廷加廷加”
漆画。他一边分发名片一边对我说，进博会不
仅能帮助展商拓展市场，还能让中国民众更好
地了解坦桑尼亚文化，“很高兴，中国朋友都很
喜欢我的作品”。

在卢旺达展台，咖啡香气扑鼻，特色手工
艺品琳琅满目。一名来自中国的参展商说，自
己几年前在卢旺达发现了几款咖啡豆并引入了
自 家 咖 啡 品 牌 ， 现 在 ， 它 们 都 成 了 店 里 的

“爆品”。
最让我触动的，是面积不大却十分热闹的

所罗门群岛展台。由于交通成本较高，这个展
台只有两名来自所罗门群岛商务部门的工作人
员，他们带来了多家当地企业的产品。展台前，
消费者们围作一团，纷纷问价，有人甚至想把
展台的展品全部购入。工作人员说，没想到现
场热度这么高，希望明年能带来更多商家、更
多商品，效果一定会更好。

这些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故事，让我真正
体悟进博会作为“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的意义。

在这里，不仅有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
业，也有来自经济不发达国家的中小展商。他
们跨越山海，在进博会上寻求商机、收获商机。
正如多名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展商所说，中国
市场大、机会多，消费者欢迎五花八门的全球
产品，这不仅拓宽了企业销路，更为当地民众
带来了就业空间。而中国持续向更多最不发达
国家参与进博会提供便利，也是中国“扩大对
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这一庄严承诺的兑现。
与世界相互成就，年年热闹的进博会，以切实
行动欢迎全球朋友共享发展机遇。

体悟“全球共享”的意义
本报记者  廖睿灵

“小展台”有“大乾坤”
本报记者  高  乔

11月 6日，表演者在第七届进博会国家综合展的哈萨克斯坦展馆演奏乐曲。
新华社记者  张可任摄  

11月 8日，观众在第七届进博会安波福展台了解汽车电气化解决方案。
陈浩明摄 （新华社发）  

展现中国市场强大磁力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就在第七届进博会开幕前不久，
西门子能源与中能建国际建设集团
签下合作，为沙特阿拉伯的两座燃
气联合循环电站提供关键发电技术。
这两座电站分别位于沙特西部和中
部地区，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高
效燃气联合循环电站，计划在未来
几年内建成。而这份合作意向，正
是在第六届进博会上达成的。

七年进博，究竟给企业、给中
国带来了什么样的成果和变化？

“与进博会同行的七年，也是卡
赫共享中国开放市场大机遇、加速
在华投资布局的七年。”德国卡赫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第二届进博
会起，卡赫便将旗下不断革新的全
自动往复式龙门洗车机器人带到展
会现场，积极引领传统洗车进入无
人洗车新时代。截至目前，已有近千台卡赫全自动往
复式龙门洗车机器人投入使用，分布在广东省 21 个城
市、天津、大连、武汉等数十个城市。

进博会达成的协议不只是一组组数据，而是看得
见、摸得着的“落地生花”。

记者从西门子能源了解到，从 2021 年起，那些在
进博会上达成的合作协议、签下的订单逐一落地——
第四届进博会上西门子能源首次展出的零碳无氟环保
型高压开关设备，于次年在中国首座 110 千伏零碳试
点变电站使用；与松赞集团在第四届进博会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两年后，西门子能源 Omnivise T3000 微
网控制系统便首次在中国酒店应用。

走在今年的“四叶草”场馆，场馆内熙熙攘攘的
人群，时不时传来的“吆喝”声，让记者对中国的热
闹大市场有了实感。

进入第七个年头，“新朋友”“老熟人”都能在“四叶
草”里遇到。有人“鸟枪换炮”，从 9 平方米的标准展位，
变成了“双展同开”；有人“多管齐下”，拓展了自己的新
赛道；还有人“初出茅庐”，就确定了在华打拼的“一揽
子计划”。从进博会出发，他们开启的不仅是一门生
意，还有自己的新事业、新征途。

“明天德国卡赫将在展台发布新品，有时间来看
看吗？今年我们带来了 8 个全球首发新品。”进博会开
幕第一天，记者就收到了来自德国卡赫有关负责人的
消息。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在中国首发，她告诉记者，
中国市场仍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依托进博赋能，
卡赫不断发展壮大。“虽然每年只有短短的 6 天参会体
验，但我们获得的回报是长期的，持久的。”她说，

“我们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
益者。”

图为记者在采访来自秘鲁的展商。         本报记者  徐佩玉摄 图为记者在采访参展商的中国区工作人员。           刘  斌摄

图为记者在展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互动体验。
本报记者  徐佩玉摄  

图为记者在新闻中心持 《人民日报海外版》 留念。
本报记者  徐佩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