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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金融支持第131届广交会
第131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于4月 15日

在线上盛大开幕，这是今年我国举办的首个大型国际贸易盛
会。作为广交会的金融服务商、全球招商招展合作伙伴和
2022年“广交会双循环促进活动”独家金融支持机构，中国
工商银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精准对接参会客商的金融
需求，不断提升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
重要窗口，联通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
要节点，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发挥重要作用。4月15日至16
日，第131届广交会双循环促进
活动将在广交会线上直播间举
办，本次活动由中国对外贸易
中心、广东省商务厅主办，广东
省网商协会协办。工商银行连
续三届作为该活动的独家金融
支持机构，依托完善的渠道布
局、雄厚的客户基础、领先的金
融科技，推动广交会参展企业
对接国内采购商，助力外贸企
业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内外
贸融合发展。

在本次双循环促进活动
中，国内零售商超和知名跨境
电商平台将在活动直播间发
布采购需求，工商银行持续
发挥广泛的客户基础和经营
渠道辐射作用，促进供采双
方在广交会平台的撮合对接，
并结合客户经贸合作场景做
好金融服务工作。

同时 ，为助力加快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工商银
行通过全球贸易金融服务方
案支持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
级，助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一方面，工商银行积极对

接外贸企业日益增长的高效
率、无接触的业务办理需求，
加快贸易金融数字化转型步
伐，以助力“走出去”“引进来”
和贸易便利化为目标，打造与
政府、企业之间场景共建、系统
互嵌的智慧贸易金融生态体
系，依托“工银 e 贸”跨境贸易
金融全产品服务体系，为广大
客户提供涵盖进出口双向的国
际结算、国际贸易融资、跨境担
保、国际国内福费廷等近百种
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工商
银行利用金融科技创新系统和
产品，为跨境电商、外综服企
业、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客群
打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聚焦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
新模式，打造“跨境 e 电通”全
线上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体系，
解决跨境电商企业在海外平
台销售或自建独立站“品牌出
海”后的资金收付需求。

此外，为帮助小型外贸企业
开拓国内外市场，解决资金后顾
之忧，工商银行运用大数据和金
融技术，为广交会小微客群定制

“广交贷”服务方案，囊括跨境
贷、电力快贷、国担快贷、“税务
贷”、“e抵快贷”、“e企快贷”等
多款产品，满足广交会小微客
商的多样化融资需求。

自今年 1月 1日起，《区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4 月
16日上午，工商银行相关专业
人士将在本届广交会线上主
题论坛的RCEP专题智慧分享
环节，对 RCEP 正式生效给企
业带来的一系列机遇进行详
细解读和分析。

为 顺 应 RCEP 区 域 产 业
链、供应链融合发展趋势，工
商银行将依托集团境内外一

体化联动经营优势，在跨境经
济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内引外
联”作用，为“走出去”企业提
供跨境投融资和全球现金管
理服务，助力企业融入全球供
应链和实现产业链国际化。
伴随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提
速，工商银行将创新场景应
用，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人民币
金融产品，助力企业贸易投融
资便利化和汇率风险管理。

（文/戴曼曼）

智慧分享，把握新机遇

全球金融服务，助力企业行稳致远

自1992年开启全球化经营
以来，工商银行持续完善网络
布局，已在 49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421家境外机构，通过参股标
准银行集团间接覆盖非洲20个
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 21个

国家拥有125家分支机构，服务
网络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
际金融中心，并通过在新加坡、
卢森堡以及加拿大等 7个国家
担任人民币清算行，率先在全
球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人民币

清 算 服 务 。 据 悉 ，工 商 银 行
2021年正式推出“工银全球行”
外汇金融服务品牌，将为本届
广交会客商提供集线上线下、
境内境外、在岸离岸为一体的
全方位金融服务。

服务内外贸，赋能双循环

疫情防控期间，随着居家时间显著增加，市民
应该如何做好个人健康的管理，又有哪些室内运动
收益最大？对此，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党总支书记、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老
年保健协会会长周光清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建议——

●保持规律作息非常重要。晚上不要熬夜，尽
量不要晚于23时入睡，早上六七时起床是最合适的。

●久坐超过 1 个小时，起来走一走，看看远景。
保护视力和腰椎。

●营养要注意均衡，多摄入膳食纤维、优质蛋
白，每天要保证一个鸡蛋和一杯牛奶。

●推荐做“米字操”，即用头部“写”出米字，每次
10分钟-20分钟，可以起到锻炼颈椎、舒缓颈部肌肉的
作用，还能缓解困倦。但需注意动作幅度不要过大。

●推荐做“八段锦”，容易自学入门，运动量适
中，是一项很好的全身运动。

●青少年在家还可以做下蹲运动，每次 3 组，每
组 10-15 个，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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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起，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广州市部
分区域陆续被划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分
别采用针对性的防控措施；4月 11日起，全市
中小学暂停线下教学，采取线上教学。孩子们
旺盛的精力如何释放？不同区域里的广州居
民的日常锻炼又是如何进行的？就此，羊城晚
报记者走访和连线了不同区域里的居民们。

广州全市中小学学生的
上课地点，从学校转回了家
里。结束一天的网课，很多家
长会带着孩子到小区楼下、附
近的公园进行体育锻炼。一
方面是孩子在家窝了一天需
要释放；另一方面，学校和家
长都希望孩子能够保持锻炼
强度，以良好的体质抗击病
毒。

由于空间更大、更便于保
证社交距离，记者走访发现，
选择在公园里锻炼的市民明
显增加。

“把羽毛球拍抬高点，对，
这样发球才能发得更远。”在
天河公园内，一位妈妈举着球
拍，对着不远处的小姑娘喊
道。小姑娘按照妈妈的指令，
发球、接球，越打越顺畅。接
受采访时，该妈妈告诉羊城晚
报记者：“孩子上了一天的网
课，必须出门动一动，我也想
在 下 班 后 多 花 点 时 间 陪 陪
她。”

不远处，两个穿着校服的
小学生正在跳绳，一会儿双脚
跳，一会单脚跳，一会儿交叉
跳，花样不断。

一位爸爸一边把手机放
在支架上录视频，一边喊着口
号记数。面前的儿子则手抱
着头，躺在地上，曲腿做着仰
卧起坐。“我自己也是运动爱
好者，经常会带着孩子锻炼。
上了一天的网课，拉他出门运
动运动，既能培养他从小锻炼
的习惯，也有助于提高他的身

体抵抗力。”
东风东路的一个小区里，

每天下午 5 时左右总是人声
鼎沸，那是各年级下网课的时
间，小区的各个角落瞬间就能
被不同年龄的孩子们跑遍。

该小区面积并不算大，10
栋楼呈半圆形围住一个绿化
花园，疫情防控期间，小区会
所健身房、游泳池全部暂停开
放，楼间空地以及这个花园便
成为珍贵的运动场所。

平日里，老人们会在这里
散散步、跳跳广场舞，不少成
年人也会绕着小区跑一跑。
不过最近的下午和晚上，成年
人都会主动自觉地给孩子们
让路。结束了一天网课的孩
子们如出笼的“神兽”，羽毛
球、跑步、踢足球、跳绳、骑车、
滑滑板……玩得不亦乐乎。

一名家长告诉记者，2020
年疫情刚来的时候，自己和很
多人一样，不太注意让孩子加
强户外锻炼，结果那年孩子视
力下降很快，缺少锻炼以及日
晒也导致孩子骨龄发育不太
正常，“这次我们吸取教训，网
课后，尽量让孩子多一些时间
在户外锻炼。”

不少居民也表示，孩子上
了一天网课，户外锻炼能够有
效缓解眼睛疲劳、预防近视，
大家都理解，所以这段时间都
尽量给孩子们让出空间。平
日每天下楼运动的吕阿姨，最
近就把锻炼时间改到了上午，
尽量避免和孩子们“撞期”。

在防范区内，市民大部分选择
能够尽量保持距离的运动。

市民贺女士说，自从所住的小
区被划为防范区后，她尽量选择

“错峰运动”，在下午人比较少的时
段和丈夫一起打打羽毛球，孩子如
果下课早，三人还会来个“循环
赛”，“虽然上网课有些无奈，但省
掉了上学、放学路上的时间，锻炼
的时间反而更多了”。

除了羽毛球，同样隔网“对峙”
的乒乓球，也成了防范区居民的心
水运动。张叔是小区乒乓桌边的
常客，他说，小区划为防范区，他和
球友就及时做出了改变，“以前大
家喜欢聚集围观评论喝彩，现在我
们商量了以后，改为间隔2米以上

排队，保持距离，安全第一！大家
还拉了一个群，划分时段，错峰打
球，每个时段就 4 个人打，快到点
了再在群里招呼换人。”张叔还透
露，自己正和球友据此设计新赛
制，“利用错峰时间，把比赛搞得好
玩一点”。

夜跑在广州是极有群众基础
的运动，户外、单人的特点，也让它
成了防范区居民的优选之一。晚
上8时过后，防范区里夜跑的人逐
渐多了起来。戴先生是一位马拉松
爱好者，运动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习
惯。“跑步已经跑上瘾了。”他告诉
记者，只要能出门，就会坚持户外
跑。“不过，我现在会更加注意保持
距离”。

从防范区到管控区，更严格的
防疫规定，意味着运动空间被进一
步压缩。但是，这难不倒“点子多
多”的广州居民。

赵女士是个瑜伽爱好者，平时
也喜欢游泳，之前每周都要去两三
次健身房。最近她所在的街道被
划定为管控区，她的日常锻炼场地
也从健身房换到了小区的广场
上。在栏杆上压腿、舒展开肢体
后，她便开始跑步。

说起疫情对日常锻炼造成的
影响，赵女士告诉记者：“总体上运
动量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当你习
惯了运动、能从运动中获得快乐的
时候，不太会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
而中断锻炼。要说有什么遗憾，大
概就是好久没去游泳了。”

同处管控区的泰拳爱好者李
先生也有相似的感受，以前他经常
去拳馆打拳，最近他更多地选择在
家里锻炼：“对于喜欢健身的人来
说，在哪儿都能运动。不能去拳馆
打拳，就在家里对着镜子打。有时
候也撸铁、做仰卧起坐、练臂力，只
要想干，有的是运动的方式。”

熊女士所在的小区最近也被
划为管控区，不但出不了小区，而
且在户外还要尽量避免人员聚
集。不过，即便是待在家里，她和
全家人的锻炼内容也一点不见
少。“每天我都和孩子一起上体育
网课，跟着老师学八段锦、太极拳，
做仰卧起坐、蹲马步。还会跟孩子

一起跳绳，他最近进步很大，经常
能赢我。”

同在管控区的侯先生表示，自
己在家里置备了很多居家锻炼的器
具，所以孩子在家里一点都不会

“闷”。“比如在墙上可以粘贴摸高
器，按到就会发出悦耳的旋律，孩子
很喜欢，写作业累了、网课下课了，时
不时就去蹦跳着按几次，这对生长肯
定有帮助；前阵子我还给他买了室内
用的小篮球架，可以调节高度，虽然
皮球比较轻，手感一般，好在练习投
篮时不会打扰到楼下的邻居。”

年过六旬的汤阿姨最喜欢的
是跳舞，这几天身处管控区，人员
不能聚集，她给自己安排了同样丰
富的体锻活动。“我们舞蹈队现在
都各自在家练习、拍视频，然后发
到群里给‘小伙伴’们点评，别有一
番乐趣！”汤阿姨还成了新技术的

“弄潮儿”，她现在已经可以熟练使
用多款运动辅助APP，“那些应用可
以实时拍摄分析你的动作，你也可
以在电视投屏上看到自己，随时纠
正，我现在每天开合跳、深蹲、仰卧
起坐各做几组，还跟着学八段锦。”

“长时间在家，无论老人孩子
都会有点闷，但现在排解和锻炼的
手段和方法都多了，反而会有意外
收获。”乐观的汤阿姨说，自己和6
岁的孙子也有了更多趣味互动的
机会，“我会和他一起用运动APP

‘切水果’‘打雪仗’‘吃豆人’，还
会计分，很正式的！”

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 苏荇 詹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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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区外：小“神兽”们各展“神通”

防范区内：保持距离错峰运动

管控区内：居家健身“法宝”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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