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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百千万 粤见新气象

丰收季节广东仓廪实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
事。丰收季节，广东捷报频传。

2023年广东早稻播种面积增加、单
产增加，总产量529.70万吨，比2022年
增加9.61万吨，同比增长1.8%；截至
2023年8月，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超过2728万亩；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高，粮食年均产量牢牢稳定在
1200万吨以上；2023年广东育成或参
与育成超级稻品种4个，占全国25%，新
入选国家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
奖品种3个，形成“粤稻现象”……

这一项项的成绩来之不易，背后是
广东坚决扛起粮食生产政治责任，“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实现粮食稳产保
供。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完成进度、信息化建设、
多元化投入探索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与此同时，广东推进“卡脖子”技术
攻关取得突破，“广明2号”白羽肉鸡新
品种成功培育。常规籼稻育种水平同
样全国领先，实现节粮减损科技装备更
新升级，推动早稻实现丰收。

做好土特产的大文章

再看一组数据：2023年徐闻菠萝产
量79.6万吨，产值约25亿元，辐射带动
农户近5万户；2023年广东410万亩荔
枝产量160万吨，逆市大卖产值高达
160亿元。突破性的荔枝保鲜技术，助
力广东80多个主产县的180万荔农丰年
增收。

作为广东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
品，菠萝和荔枝的“甜蜜经济”每年都卷
出新高度。如何做好土特产的大文

章？荔枝近年来的探索已经实现了走
向全国、走向全世界的阶段目标。

上半篇“文章”的解题思路，落在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上。

善于抓产业建设的广东，近年来用
工业化、全产业链理念谋划乡村产业，
把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产业兴旺的重
要抓手，把做优传统产业、做强特色产
业、做大新兴产业作为发展方向，全力
打好这三张产业牌。

产业园聚集着生产、加工、科技、营
销（品牌）等现代生产要素，能够形成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可有力推动
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通过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现代生产要
素引入乡村，搭建乡村产业聚集发展重
大平台，把更多就业岗位留给农民。

产销两旺、增产增收，这是今年广
东荔枝季的完美注脚。但放在荔枝丰
收大年、疫情导致消费不旺的大背景
下，却是一件难度系数极高的事情。

怎么办？广东上下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为抓手，推动荔枝产业高
质量发展，全链条提升荔枝产业发展水
平，努力实现荔农持续增收。

下半篇“文章”，今年广东卖荔枝卖
出了一条新路子。

一方面，广东延伸荔枝产业链，加
大科研力度，发展荔枝精深加工、提高
深加工比例，单是荔小吉的生产线，每
天就可处理200吨荔枝鲜果。在王老吉
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加工
企业来了，将荔枝的“夏日限定”变为

“四季可期”。
另一方面，广东积极拓宽荔枝营销

半径，走进销区抢市场。今年荔枝季期
间，广东荔枝举办了数百场营销活动，走
进北京、上海、杭州、西安，拓展华北、华
东和西北市场，“520我爱荔”成为荔枝
文化新符号。又通过举办“广东荔枝丝
路行”活动，广东荔枝走进新加坡、意大
利、韩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南非，土
特产成为“世界果”。

荔枝走出去的经验也分享给了其
他农产品。2022年，广东农产品贸易总
额 3301.3 亿 元 人 民 币 ，比 上 年 增 长
28.1%。出口1157.7亿元，增长69.1%，
农产品贸易额居全国首位，出口增速位
居第一。

沿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擘画的战略蓝图行走在南粤大地，广
东正着力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加快
建设农业强省，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
局面，一条以城乡融合为主要途径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已逐渐清晰。

红利满满！
跨国企业激动期待

“在我们看来，进博会是外商投资
的重要盛会，也是各个国家与中国贸
易往来的重要通道。”阿斯利康全球执
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
向记者说道，今年是阿斯利康进入中
国三十年，也是见证着中国营商环境
不断提高的三十年，“几乎每个月，我
们都在宣布和中国公司的新合作！”

在王磊看来，这届进博会或是“最
好的一届进博会”。

“跨国企业们摩拳擦掌，想要进入
中国市场的激动无法按捺，在这种势
头之下，进博会是难得的机会。我没
有听到过任何关于进博会疲惫的说
法。”王磊说。

“进博会是高水平开放、共享的平
台，六年来GE医疗从未缺席，今年更
是带来了近 30 款的高精尖‘干货’。
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些展品中超过半
数是中国智慧深度融合全球资源而激
发出的最新成果！”GE医疗全球执行
副总裁、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轶
昊表示，今年，作为“全勤生”的他们带

来了近 30 款融合全球资源和中国智
慧的无界创新成果，其中10款为中国
首发首展，“让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的新机遇”。

今年进博会上，10月份刚刚获得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
准的卡替拉韦注射液万凯锐与利匹韦
林注射液瑞卡必联合使用方案也将正
式亮相——这是NMPA批准的首个完
整的HIV-1长效注射治疗方案。

“我们将继续加速推动更多创新
成果进入中国，预计未来三年内会有
超过5个新产品或新适应症上市。”葛
兰素史克（GSK）副总裁、中国总经理
齐欣表示。

摩拳擦掌！
广东交易团超5700人

进博会红利满满，身为外资大省
的广东自然当仁不让。

前五届进博会上，表现活跃的广
东交易团“满载而归”：前五届广东交
易团累计达成意向成交超 53 亿美
元，涵盖消费品、食品及农产品、技术
装备等。

每年满满当当的购物车，让粤企

们不由得摩拳擦掌。羊城晚报记者
从广东省商务厅获悉，截至本届进博
会报名结束，广东交易团注册报名
3547家单位、5710人，其中企业 3225
家、4246 人，超过预定的 2000 家企
业、3000名采购商的目标。从采购商
结 构 看 ，民 营 企 业 2025 家 ，占 比
62.8% ，中 小 微 企 业 2308 家 ，占 比
71.6%，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参会积
极性高。

“我们高度重视进博会的溢出效
应，抢抓招商引资机遇，借助进博会展
期内各大世界500强等行业知名外资
企业集聚的契机，举办一系列经贸交
流活动，推介广东招商引资政策和营
商环境。”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斌表
示，本届进博会期间，广东计划举办汽
车及消费品板块外资企业圆桌会议、
广东省与跨国企业合作交流会，配套
举办化工、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与
消费品等系列产业专题对接会，推动
地市、园区与行业龙头企业深入对接
交流。

据悉，人文交流展示专区还设立
了广东“中华老字号”展区，推介广
东老字号产品，展示广东老字号发
展形象。

接棒广交会，第六届进博会今日开幕
前五届广东交易团累计达成意向成交超53亿美元

重塑农业价值
经济大省这样念好“农业经”

第134届广交会线下展闭幕
出口成交223亿美元

汇聚客都 共创未来
——聚焦第六届世界客商大会

广交世界广交世界 互利天下互利天下 聚焦第134届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梅州各地开展“百千万工程”项目动工和投产活动

计划投资总额980亿元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黄颖琳

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参展企
业提质升级、境外采购商大幅增
长……作为外贸的“晴雨表”和

“风向标”，第 134 届广交会上的
这些积极迹象显示着中国外贸
的向好趋势。

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袁帅提到，本届广交会
是自第 104 届改革以来组展优
化调整力度最大的一届，展现了
打开国门做生意的信心和决心，
也涌现了不少外贸新动能。例
如，绿色低碳在首发首秀中成为
主流，AI、物联网等前沿技术融
入产品和服务，跨境电商让国际
贸易更畅通高效，乡村振兴产品
也突破内销为主的思维进而开
拓海外市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
教授林江认为，当前的广交会被
赋予了更多的角色定位，除了传
统的采购展销，还是“中国制造”
全产业链的重要展示平台、对接
平台和交易平台。另外，作为一
扇重要“窗口”，广交会应该回归
本源，不仅以出口贸易为主，也
要多做进口生意，关注进出口的
双向互动。

林江表示，以往广交会境外客
商多来自欧美等传统市场，现在中
东、非洲等新兴市场的采购商数量
也逐步增多。但是，后者更倾向于
制成品，或导致零部件等中间产品
潜在商机和订单量减少。基于此，
广交会未来仍需顶住压力，牢抓重
点行业、重点市场、重点大商，稳住
外贸的大盘子。

广交会正以强大磁场汇聚
世界商潮，作为外贸大省，广东
同样需要提速突围。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解筱文指
出，推动广东国际贸易高质量发
展，要充分认识并落实以下三
点：“一是加强创新驱动，如果缺
乏高质高端的产品供给，贸易就
成了无源之水；二是完善产业体
系，庞大的产业集群规模意味着
更开阔的全球贸易市场；三是优
化营商环境，推进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提高服务效能。”

林江同样提到，在世界经济
复苏势头不稳，贸易投资面临诸
多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广东应
充分发挥对外开放优势，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灵活度高
的营商环境，做到留住欧美传统
市场和拓展新兴市场“两条腿走
路”；同时，打造电动载人汽车等
新能源、新材料、绿色低碳特色
产业，满足国际市场对高技术、
高品质、高性能产品的需求，在
引领出口方面发挥广东力量。

牢抓重点行业
重点市场
重点大商

羊城晚报记者 丘锐妮

11 月 4 日，梅州各县（市 、
区）纷纷开展第六届世界客商大
会“百千万工程”项目动工和投
产活动，全市计划投资总额980
亿元的动工和投产项目将为梅州
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动力。

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一年一度的开放盛会如约
而至。

11 月 5 日至 10 日，第六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
博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全面线下举办，这也是新冠疫情后
进博会首次全面恢复线下办展。

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
桥梁”，进博会见证着中国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也推动着中国高
水平开放的进程。数据显示，前五
届进博会，13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参加国家综合展，首发新产品、新
技术和新服务约2000项，累计意
向成交额近3500亿美元。

这个 11月，数不清的“首展首
发”从“地球村”的各个角落出发，
日夜兼程乘着海、陆、空不同的交
通方式抵达上海；不以山海为远的
新老朋友们次次来、年年约，对着
四叶草，他们说：“从未感到疲惫。”

羊城晚报记者 黄颖琳 孙绮曼

观点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

参会人员收获满满，离开展馆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贺全胜 摄

线下境外采购商增长超五成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而美的消费
新品到高精尖的前沿科技，从单纯代工
到自有品牌出海，从销售产品到提供解
决方案，从传统行业到新兴领域，中国企
业不断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攀升，彰显了
中国外贸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创新活力。

更加开放、充满活力的广交会吸引
了全球采购商纷至沓来。截至 11 月 3
日（下同），共有来自 229 个国家和地区
的境外采购商线上线下参会。其中，线
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 197869 人，比第
133届增长53.4%，比疫情前的第126届
增长6.4%。“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采购商
126343人，占比63.9%，比第133届增长
68.6%。共有117家工商机构组团参会，
包括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匈牙利企业
家与雇主协会、秘鲁中国商会、巴西中国
商会、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等。

“开展以来，前来展位咨询的采购商
络绎不绝，我们收到了600余张名片，其
中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采购商签订了意
向订单。”广州奥王达皮具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黄聿向记者表示，截至目前，现场下
单约70万美元，意向成交额已达110万
美元，客户来源主要是南美和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也有少量的欧美客户。

“令人振奋的是，我们还开拓了哥伦
比亚和巴西等新市场，与新代理商达成
了合作，预计公司将在哥伦比亚开设实
体店，增加销售服务中心。”黄聿激动地
说道。

作为广交会的“老朋友”，第三期开
展 4天，星辉互动娱乐就接到了来自欧

美客户的100多万美元的订单。星辉互
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副总监
林美儿表示，目前还有很多新客户的意
向订单将进一步跟进，“广交会让我们结
识了更多新的、潜在的客户”。

全球共享广交会“超级流量”

记者了解到，本届广交会，165家跨
国头部企业组织了买手参会，包括美国
沃尔玛、英国特易购、德国Aldi、日本永
旺等。线上参会境外采购商453857人，
较第 133 届增长 16.2%。境外采购商对
本届广交会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广交会
是一个“宝藏平台”，在广交会上可以实
现一站式采购，中国制造受到全球市场
广泛欢迎。

参展企业则表示，境外采购商的“快
速回归”推升了展会的“暖意”，采购商
除现场签单外，看工厂、看车间、看产能
等后续预约不断，未来有望达成更多合
作。本届广交会到会境外采购商量质提
升、下单积极，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对明年
外贸出口的信心。

日本展团首次参展的企业现场与中
国企业签下价值可观的多个订单。土耳
其作为本届参展规模最大的国家展团，
已积极响应下届参展邀约并认真筹备。
境外参展企业表示，广交会进口展为他
们搭建了进军中国市场的快速通道，让
他们共享广交会的“超级流量”，同时也
结识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为拓
展全球市场带来了新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广交会还落实
了外国人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为符
合条件的入境人员提供“抵达前预受理、

落地后免材料”等免签便利服务。同时，
设置广交会客商专用通道，优化出入境
便利化服务，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国际
机场、琶洲港澳客运码头口岸每日出入
境超3万人。

超275万件线上展品引关注

据徐兵介绍，本届广交会展区结构
优化成效显著，创新展品大量涌现。参
展企业在线上平台累计上传展品超275
万件，其中新产品超 70万件、智能产品
约11万件、绿色低碳产品超43万件、自
主知识产权产品约23万件。

连日来，记者观察到，线上平台正在
为企业获客加力。数据显示，本届广交
会线上平台累计访客数 789 万人，其中
境外访客数 660 万人，占比 84%。参展
企业店铺累计访问量438.6万次，其中出
口展参展企业店铺累计访问量 434.8 万
次，进口展参展企业店铺累计访问量3.8
万次。参展企业累计连线展示 3362 场
次，约3万人次观看。

与往届相比，线上平台商机管理更
便利、展示内容更专业、供采对接更顺
畅，受到展客商普遍欢迎。有企业充分
利用广交会线上平台全天候运行优势，
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市场需求，提前开
展引流推广，吸引目标客户线下到访，系
列贸促活动成效明显。

徐兵说，本届广交会闭幕后，线上平
台继续开放，除展商连线、预约洽谈功能
外，其余功能全年常态化运营。广交会
将根据供采双方需求，组织系列贸易对
接和行业主题活动，欢迎广大展客商持
续关注，积极参与。

秋收时节，从潮汕平原到
雷州半岛，从南岭山麓到岭南
水乡，南粤大地处处五谷丰
登、瓜果飘香。围绕深入推进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今年以来，广东全省上下
绘蓝图、定目标、出考题、找答
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建设农业强省，努力把短板化
为潜力板，奋力开创“三农”工
作新局面，一幅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崭新画卷正在广东大地
徐徐展开。

本届广交会累计有来自2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超 19万人到
会，比上届同期增长超过50%，出口成交223亿美元……11月4日，第134届

广交会线下展在广州圆满落幕，交出亮眼成绩单。
在当前全球贸易持续疲软、外贸承压前行的背景下，规模更大、质量更优、创

新更强、成效更好的“中国第一展”无疑是一针“强心剂”。据广交会新闻发言人、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徐兵介绍，本届广交会线下出口成交223亿美元，比第

133届增长2.8%，呈恢复性增长态势。品牌企业出口成交63.5亿美元，比第133届
增长7.8%，占出口成交总额的28.5%。

聚焦实体经济
助力高质量发展

在平远高新区，第六届世界客商大
会平远县“百千万工程”项目动工和投
产活动举行。当天动工和投产项目共
21个，其中工业项目17个；计划总投资
91.9 亿元，其中工业项目计划投资79.9
亿元，约占计划总投资87%。该批项目
投资体量大、产业前景好、带动能力强，
高度契合当地发展需求，是平远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

与平远一样，大埔县立足自身资源
禀赋、产业基础，把电力、陶瓷、先进材
料、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作为主攻方向，
聚焦“打粮食”项目，近年来一批大项
目、好项目相继在大埔落地。在第六届
世界客商大会大埔县“百千万工程”项
目动工和投产活动中，集中动工和投产
19个项目，总计划投资额超过50亿元。

当天五华县有涵盖智能制造、文化
旅游、现代农业等领域的 17 个项目动
工、投产。今年以来，该县共有30个产
业项目动工、投产，计划总投资 96.025
亿元。

在第六届世界客商大会蕉岭县“百
千万工程”项目动工和投产活动中，蕉
岭县集中动工、投产的项目有26个，总
投资约 111.6 亿元，创该县历年动工投
产项目数量新高。这些项目涵盖新材
料、新能源、新基建、食品工业、大健康
等领域，将对蕉岭重点发展的绿色建
材、绿色重钙两个“双百亿”产业及大健
康产业，形成精准的补链、强链、延链，
加快产业集群发展。

当天梅江区也举行了集中动工投
产活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梅江区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规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4.3%。今年以来动工
项目28个，计划总投资额45亿元；投产
项目21个，总投资额91亿元。

近年来，梅州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制造业当
家，大力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实
体经济。2023 年 1—8 月，梅州全市
539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规上工业增
加值 189.77 亿元，同比增长 6.8%，增速
在全省排名第3位、在山区五市中排名
第1位。

关注民生实事
绘就幸福底色

在第六届世界客商大会梅县区“百
千万工程”项目动工、竣工、投产活动
中，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梅花山云麓、客
家新天地缤纷城、畲江镇圩镇人居环境
提升工程、梅县区城区市政电力管沟、
韬奋纪念大桥等 6 个民生实事项目动
工建设，总投资 31.3 亿元；8 个民生实
事项目竣工，总投资28.7亿元。此次动
工建设、竣工投用的项目涵盖城市更
新、乡村振兴、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领
域，将进一步完善梅县区城市功能配
套，带动美丽城镇、和美乡村建设。

在第六届世界客商大会兴宁市“百
千万工程”项目动工和投产活动中，兴
宁市人民医院异地（整体）搬迁新建项
目、兴宁市老城区供排水升级改造项目
（一期）等涉及医疗卫生、教育、市政和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的12个项目
集中投产，包括兴宁市公共机构屋顶光
伏项目在内的 13 个项目集体动工，为
当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当天丰顺县集中动工、投产 35 个
项目，计划总投资 180.64 亿元，涉及工
业、现代农业、文旅、商贸、物流、民生保
障、基础设施、乡村振兴等产业类别。

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第六届世界
客商大会各县（市、区）“百千万工程”动
工和投产项目共213个，计划投资总额
980 亿元，已完成投资总额 266.45 亿
元 。 动 工 项 目 115 个 ，计 划 投 资 额
608.39 亿元，已完成投资 78.53 亿元。
投产项目 98 个，计划投资额 371.61 亿
元，已完成投资187.9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