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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更广
——迎接来自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20万采购商

有变也有不变。对创办于 1995 年，已有 23 年历
史的“义博会”来说，“小商品之都”的魅力是传统
优势。

“有影响力的展会”“有收获的平台”……在记者
采访中，这样的评价频频出现；UPS、腾讯、吉利、
浪莎、方太、欧意、海尔、亚马逊、京东……在展会
现场，众多知名品牌集中亮相。据主办方消息，本届
博览会吸引了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葡萄牙等国
及国内 26 个省区市的 2150 家企业参展，产品涵盖五
金、机电机械、日用品等14大行业。

搭“平台”共享，“义博会”助力各地企业开拓
国际新市场。从最初的政府主导、服务本地市场经营
户到现在的市场化运行、面向世界服务全国，“义博
会”一直被视为中小企业走向国际的摇篮。今年中小
企业参展积极性又进一步提升。据主办方统计，义乌
以外企业参展展位占总展位数的75%，其中浦江水晶
专区、国际品牌联盟专区、义采宝实力展商联展专区
展位增加近一倍。“‘义博会’为企业打开了更多接
触国外市场的窗口，是企业营销布点的重要支撑。”
一位现场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从采购商情况看，海外采购商预登记数大幅增
长，预计共有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万以上采
购商到会。从采购商国别看，境外采购商主要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义乌市场采购热点国
家。此外，本届“义博会”有来自智利、加纳、斯里
兰卡、墨西哥、泰国、印度等 7个国家约 200位境外
专业采购商参会，数量超过往届，为参展企业出口成
交创造更好的条件。

“不仅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也向全
球商人和商品提供大众贸易的共享平台。”中共义乌
市委书记林毅在博览会开幕式致辞中说，义乌真诚欢
迎各国朋友与义乌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分享义
乌平台，通过贸易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质量更优
——品种更新、质量提升，

赢得全球买家认同

在展会现场，打着明显标志的“品字标浙江制
造”品牌主题展区尤其显眼。这里集中展示了一批代
表浙江省高水平、高标准企业的产品，26家企业展台
也因此获得更多客商驻足。

来自智利的一名职业买家正在老板电器的展区挑
选产品，这是他第八次来到这个博览会。这一次，他
先要为本国一家酒店购买 68 台烤箱，没有想到的
是，买家需要的产品型号其实早已经下架了。在中
国，产品更新的速度超出了客户的期待。他于是开始
当起了新品的推销员。“这是不错的品牌，产品质量好，
在‘义博会’上价格也更吸引人。”他对记者说，回头看
这些年的“义博会”，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产品质量在提
升，这也是他反反复复来这儿做生意的原因。

更高质量，这是“义博会”上企业和采购商共同
关注的话题。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十余年的仓储物
流搬运车辆研发和生产经验。在展会现场，这些工业
车辆吸引了外国客商前来试驾和交流。公司副总经理
刘宏俊向记者介绍，这些年来，公司致力于提供物料
搬运解决方法，实现了搬运设备从高耗能柴油到清洁
电能的转变，现在又专注于智能化和高能效的研发。

“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要专注练好内功。”刘宏俊
说，外国采购商是非常注重品质的，正是依靠品质，
公司与客户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合作，近年来也才能持

续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为了让优质产品更好“走出去”，本届“义博

会”首次设置联合国采购贸易对接区。届时联合国有
关工作人员将现场指导企业如何成为联合国采购供应
商及参与采购招标等内容，推动优质企业和联合国

“牵手”，进一步打通双方合作通道。

标准引领
—— 更 名 加 入 “ 标 准 ” 二

字，对接世界先进水平

不仅质量突破，还要标准引领。
值得一提的，今年 20 家“品字标浙江制造”品

牌企业还首次以“对标”形式亮相。也就是通过将
“浙江制造”标准技术指标与国内外标准技术指标横
向比较，加深采购商对产品和技术的认识。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是“对标”企业中的
一家。“两个厘的产品创造两个亿的产值”，这是一句
关于双童的流行语。小小一根吸管，双童做到了占全
球市场 90%的份额，拥有 2/3的吸管专利。总结企业
经验，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说，
这背后是20多年与标准“为舞”的结果。

楼仲平介绍，双童从 1996 年因为进超市需要条
形码开始走上“标准”追逐之路。从 1998 年制定企
业标准到 2008 年主导起草制定国家标准，再到 2016
年主导起草制定世界吸管标准，企业在始终与先进标
准对标的过程中，走出浙江、走出中国、走向了世
界。“对标先进，本质上是帮助企业解决管理和经营
问题，是改变思维。”楼仲平说，对广大中小企业来
说，对接标准让我们如虎添翼。

正是为了促进国际标准化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
标准“走出去”，国外先进标准“引进来”，全面展现
中国实施标准化战略和推进标准化改革成果，第24届
起“义博会”主办单位新增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并更名为“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 （标准） 博览
会”，自此成为国内首个植入标准化元素的国际展览会。

展会期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为浙江（义乌）国家
标准技术审评中心授牌，德国特灵顿 TUV 将落户义
乌，进一步推动义乌成为标准化服务业的资源集聚地。

“我们更加聚焦标准引领，助推全省乃至全国产
业转型升级。标准，是本届展会最闪亮的元素。”林
毅说。

车轮滚滚，宛若一阵彩色旋
风。穿平原、越丘陵、跨山地，900
多公里的路线勾勒出如画风景。近
日，2018 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
回赛 （以下简称“环广西） 盛装亮
相，18 支顶级世巡赛车队在此一较
高下。

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明星车手法
比奥·阿鲁，一开始并没有出征“环
广西”的想法，但从很多车手口中
听闻这个赛事的口碑，决定亲自来
看一看。效力于巴林美利达车队的
中国车手王美银颇感自豪，“即使在
欧洲都很难见到这么多大牌车手同
场竞技。”

世界巡回赛是职业车手最高级
别的舞台。几年前，中国也曾承办
世巡赛级别的环京赛，但仅仅办了4
届便戛然而止。2017 年，广西联手
万达体育打动了国际自盟，首届

“环广西”落户八桂大地，一个从未
举办过大型自行车比赛的地方，用
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办赛能力。

近些年，随着骑行在国内方兴
未艾，从国际自盟赛事到业余自行
车活动，犹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但
一项运动从落地普及到走向职业
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也依托
于高端赛事的助推。广西拿下世巡
赛·环广西的 5 年主办权，对于孵化
本土选手和专业赛事运营人员，培
育大众观赛习惯，无疑是一个突破
口。

今年的“环广西”升级为亚洲唯
一同时举办男子、女子公路自行车世
界巡回赛的赛事，参赛阵容媲美“环
法”。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拉帕蒂安
称赞：“‘环广西’无论从赛事级别、
赛道设计、赛事组织都日趋完美，这
一赛事的举办将提升中国在世界自
行车运动发展中的地位。”

而东道主还在不断花心思“加
戏”，沿途设立的全民健身展示点、
大众骑行、骑趣萌宝等环节，让这
项“高大上”的赛事更加接地气。
10月 18日的南宁绕圈赛，大批市民
在赛道两旁守候，“零距离”欣赏职业车手的精彩竞速。广西壮族
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谢强表示，“环广西”激发了当地全民健身热
潮，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骑行行列。

作为一个刚起步的赛事，“环广西”在中国自行车运动“井喷
式”发展的当口，不仅瞄准庞大的爱好者群体，更纳入城市发展
的轨道。据统计，首届“环广西”带来 6.52亿元的综合效益，当
地完成 777公里道路标准化建设，打造了 6条风光带。小小车轮，
做出了“体育+旅游+扶贫”的大文章。

本届比赛历经 6天激烈角逐，车手们在 21日的收官赛段完成
最后冲刺。最终，天空车队的莫斯孔穿上代表总成绩第一的红
衫，加冕总冠军。

义乌开办首个植入标准化元素的国际展览会

“小商品之都”与标准共舞
本报记者 李 婕 文/图

素有世界“小商品之都”称号的浙
江义乌这几日格外热闹。看产品、下
订单、谈合作……来自世界各地的客
商集中涌入这座浙江省中部的小城，
在这里，寻觅商机、“买卖全球”。

10月21日-25日，第24届中国义
乌国际小商品 （标准） 博览会在义乌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如果说类似场景
每年都在义乌如期上演，那么，今年
起博览会更名加入“标准”二字，则
意味着“小商品之都”义乌正在迎来
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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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展览会现场，各国客商在挑选商品。

本报电（杨红义、张晓丽） 点击“e缴费”进入“缴费项目”
界面，按提示输入身份证号码再轻触“下一步”按钮，支付完成
待缴费账单……山西夏县水头镇兴南村农民张风明无论如何想不
到，已入古稀之年的他，竟也就能像年轻人一样，学会在智能手
机上为自己缴社保金。

截至目前，与张风明一样，夏县30万符合条件的农民，都在
使用工行手机银行 APP，为自己缴纳 2019年医保基金，从而告别
了传统的“人工催缴”时代。

2017年，山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三保合一”开始实施，过
去农民专属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统一纳入“社保卡”序列。如何尽快为农民建立社
保账户，成为各级政府“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筛选，工
商银行夏县支行被正式确立为夏县的社保卡合作银行。今年 9 月
起，工商银行运城分行和夏县支行有关人员，分成6个工作小组，
赴县域内 11个乡镇 257个村，挨村挨户宣传社保知识、激活社保
卡，手把手教农民在手机上注册工行“融e行”，自主进行医保缴
费。

现在，学着用手机掌控自己的社保卡，在夏县农村渐成时
尚。瑶峰镇中留村村医李秀明，成了全村人手机银行远程辅导
员。身为村民微信群的群主，她将工银社保卡 APP的下载使用流
程、医保缴费公告一一分享到群里，方便村民在线远程学习。“短
短8天时间，就有30名外出务工村民在手机上完成缴费。”李秀明
介绍说，“我们村的廖根虎常年在北京打工，往年都是通过邻居把
钱转给村卫生室，今年直接在当地工行激活社保卡，在手机上把
全家4口人的医保费都办好了。”

“过去，新农合都是医疗本，村民医保费征收主要是由村干部
和村医再三催缴，再由乡里把资金打到财政专户，信息不实、遗漏、
套取资金等诟病在所难免。”夏县医疗保险中心主任樊雷震说，“现
在的芯片社保卡由户到人，每位村民都有专属的社保账号，大家都
方便。”

日前，我国著名侨乡云
南省腾冲市举行和顺图书馆
建馆90周年庆典活动。

和顺图书馆是 1928 年由
海外华侨和当地群众集资兴
办，馆内藏书 10 余万册，其
中古籍、珍本1万多册。和顺
有着丰富的侨力资源，2万多
华侨分布在缅甸、印度、泰
国、美国等 10 多个国家，海
外侨胞始终关注支持家乡的
发展变化。此次庆典活动期
间，瓦城云南同乡会、密支
那和顺联谊会、洋人街华侨
会等 11 家民间公益团体捐助
匾额、字画、书籍等。

李维杰摄 （人民视觉）

文 化 家 园 凝 聚 侨 心 农民掌上缴社保
山西夏县30万农民告别“人工催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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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海”喜迎丰收时

目前，河北省南宫市40万亩棉花迎来采收季。图为一名棉农
在展示收获的新棉。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