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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越办越好了！”第七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场馆内，这样的赞
叹声不绝于耳。

前六届进博会上，近2500项代表
性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集中亮相，
彰显了进博会的蓬勃向“新”力。今
年，第七届进博会继续“上新”：新主
题、新展区、新服务，四叶草内“新”意
满满。

向“新”而行，四叶草里看未来

向“新”求“质”，本届进博会首次
设立新材料专区，集中展出电子材料、
生物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

作为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立
邦带来了两款全球首发的产品，围绕
城市空气净化、智慧道路建设、汽车产
业减碳等应用场景，展现促进新质生
产力发展及构建可持续未来方面的创
新科技成果。“这款光催化涂料应用于
建筑墙面可以净化空气，在光照作用
下还可以加速净化作用，二氧化氮净
化效率和PM2.5等颗粒物的去除率均
达到80%以上。”立邦中国首席执行官
钟中林介绍。

“随时随地，想洗就洗”，“老朋友”
德国卡赫展出的可折叠式手持清洗机
KHB Air为消费者带来了创新清洁体
验。“这台机器整机小巧便携，折叠后
高度仅10cm；由锂电驱动，并适配市
面上几乎所有的矿泉水瓶和碳酸饮料
瓶，吸水就能使用。”卡赫工作人员对
记者介绍。

升级打造创新孵化专区，本届进
博会首次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生
命科学等赛道进行策展。

在施耐德电气展台未来工业展示
区域，一个可以快速还原被打乱的魔
方的机器人引来观众惊叹。“这是我们
带来的睿动IOT魔方机器人，整合了
大语言模型、AI算法、数字孪生技术、
机器视觉与运动控制技术，能够以最
优路径实现魔方的自动还原。”施耐德
电气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在工业场

景中，我们将同样的技术用于柔性产
线的最优路径调整，带来产线的持续
优化和效率提升。”

汽车展区策展创新，重点邀请无
人驾驶、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汽车）等
领域展商，集中展示未来出行的关键
要素。

美国安飞公司与御风未来联合参
展的展台上，御风未来M1“空中出租
车”在进博会期间将首次向大众开放，
公众将有机会零距离接触这款“黑科
技”产品。时的科技公司则将展台布
置成了一个“航站楼”，观众可以在手
机上“预约登机”后，从闸机刷“二维
码”进入停机坪，并坐上选定的座位，
感受未来“打飞的”上下班的场景。

连续7年，现代汽车集团展台的
主要位置都留给了“喝氢吐水”的氢燃
料电池技术和产品。“七赴进博会，完
整记录了现代汽车将全球领先的氢能
产业、产品引入中国，并实现全面落地
的过程。”现代汽车中国N品牌事业总
经理印庸壹说。

有声有色，构建消费品新场景

汇聚全球重要粮商、蔬菜种业企
业；集结各大美妆品牌、生活消费品展
商，进博会搭建起全球美食进入中国
的新桥梁，构建出有声有色的全球消
费品新场景。

在“吃”上做文章，进博会不少食
品企业展商都“有一套”。

麦德龙中国产品开发部总经理余
俊贤告诉记者，今年进博会，麦德龙带
着20个国家近120款商品参展，其中
包括塞浦路斯奶酪、马来西亚白咖喱
方便面和黑虎虾虾卷等中国首发产
品。“不少明星展品经进博会都转化成
为实实在在的业绩，比如公司德国热
红酒2024年销售量是参展进博会前
的9倍。”

从首届展会展位面积只有50平
方米，到本届展会展位面积达200平
方米，新西兰纽仕兰乳业有限公司与

进博会共成长。新西兰纽仕兰乳业亚
太区CEO盛文灏介绍，今年企业展台
聚焦绿色低碳，推出进口4.0 A2全链
路低碳牛奶。“这款牛奶在牧场奶源、
运输、工厂加工等领域实现了全链路
减碳，比如通过使用氢能源奶罐车等，
对环境更友好。”盛文灏说，“每届进博
会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新’，新趋势、
新技术全部汇聚到进博会，也给纽仕
兰发展带来新指引。”

在“玩”上下功夫，消费品展区内
企业“大展身手”。

五颜六色的积木从装置顶部倾泻
而出，“流淌”成为一条“玩乐瀑布”，高
度达4.75米、由超过30万颗乐高积木
颗粒拼搭而成的巨型装置引人注目。
乐高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
黄国强介绍，乐高集团每年都带来富
有创意的巨型积木装置。“过去六年
间，乐高集团已累计首发24款新产
品，这些在进博会上首次亮相的新品，
很快便成为市场的‘爆款’。”

口红打印机、家用染色魔发棒、“电
波穿香室”、超精准智能上妆仪……历
届进博会，欧莱雅的展台都是美妆“黑
科技”的秀场。今年进博会，欧莱雅主
展台展出来自21个品牌的超220件
展品，包括来自多个品牌的新美妆科
技、新产品和集团皮肤科学新研究成
果。欧莱雅集团首席执行官叶鸿慕表
示，欧莱雅根据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不
断推出更新的科技和更好的产品，“这
也是我们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重要
原因”。

落地开花，“进博效应”强信心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进博会播下
的创新“种子”，如今已落地开花，枝繁
叶茂。

德国卡赫在第四届进博会上全球
首发的卡赫第三代AI智能清洁机器
人，已在中国多个城市的地铁系统和
医院“上岗”。“目前，已有超500台卡赫
MC系列市政环卫设备投入使用，覆盖

十余个省市。”卡赫有关负责人说。
诺华公司中国区总裁兼董事总经

理李尧介绍，自2018年参加首届进博
会以来，诺华已有近40款创新药及适
应症在国内获批，见证了进博会“溢出
效应”不断放大；从 2020 年到 2024
年，武田制药在中国已经成功获批并
上市了超过15款创新产品；通过进博
会，雅培展示的数百款创新生命科技
中已有不少陆续落地中国市场……

从展品到商品，再到重大投资落
地，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更加坚定了
外资企业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除北美外，中国无疑是我们最大
的市场，也是最具活力、最令人振奋的
市场之一。”今年首次参展进博会的加
拿大运动生活方式品牌露露乐蒙全球
首席执行官卡尔文·麦克唐纳说，“目
前，我们已在中国开设了130多家门
店。未来我们在中国市场还会持续成
长，投资开设更多门店。”

“得益于进博会，美敦力加速引入
并落地众多全球领先的创新医疗科技
和解决方案。”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
及大中华区总裁顾宇韶表示，“我们期
待通过本届进博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医
疗生态‘朋友圈’，与各方合作伙伴进
一步深化合作。”

“当前，全球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要，在能源领域更是如此。”
西门子能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克里斯蒂安·布鲁赫认为，进博会充
分体现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也
反映出全球企业深化合作与交流的强
烈意愿。“这儿已经成为西门子能源展
示全球先进的能源技术并与中国合作
伙伴增进交流互信最为重要的平台之
一。我期待在进博会期间与合作伙伴
会晤交流，凝聚共识，协同发展。”

“我们坚信，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
来。中国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
一，无论在何种时候和经济形势下，我
们都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和增长潜
力。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看好中国，投
资中国。”钟中林说。 （人民网）

隆冬未至，位于武汉市黄陂区
甘露山文创城的国际滑雪场已热闹
起来。近日，这里举行了公众试滑
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济济一堂，初学者撑着雪杖徐徐滑
行，一些资深雪友则驾驶单板从高
坡上疾驰而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雪场面积约6万平方米，雪道
垂直落差73米，最长直滑道达到
400米，当前日均接待能力8000人
次。”甘露山国际滑雪场相关负责人
说，雪场已为11月8日的正式开放
做好了准备，目前纯门票预售额就
达到500万元。

甘露山国际滑雪场的火爆是湖
北掀起“冰雪热”的缩影。地处中部
的湖北，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风
性湿润气候，冰雪资源多集中在鄂
西北、鄂东南地区。

“2004年，湖北第一家滑雪场
——神农架国际滑雪场建成时，滑
雪在很多地方还属于小众运动，那
一年冬天只接待了3000多人次。”
神农架国际滑雪场经理王波说，近

年来随着冰雪运动的兴起和普及，
神农架国际滑雪场的游客量显著上
升。

据介绍，位于鄂西北的神农架
海拔较高，地势天成、视野辽阔，冬
季降雪量丰富、雪质蓬松。目前神
农架拥有4个滑雪场，以及神农天池
和神农顶2个冰雪乐园、1个大九湖
雪乡，雪场总面积45万平方米。如
今，冰雪游已成为神农架的新名片。

凭借“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和
交通路网的建设发展，湖北的冰雪
经济驶入快车道，连接南北、沟通东
西，既辐射着消费能力强的东南部
沿海及南方滑雪市场，也吸引着北
方“发烧友”来感受不同的滑雪体
验。

在恩施巴东，昔日的煤炭小镇
绿葱坡镇转型为冰雪小镇，带动村
民走上绿色发展之路；在襄阳，开发
三国文化冰雪游等精品线路，增强
了冰雪旅游的体验性、参与性和娱
乐性；在咸宁，推出“温泉+滑雪”旅
游产品，“热汤”与“冰雪”的结合受

到游客欢迎……
“以后不用再出远门，不用再等

冬天，周末就能享受到‘冰雪’的乐
趣了。”参加完甘露山国际滑雪场试
滑的游客赵欣意犹未尽，他表示城
市近郊的室内滑雪场为市民日常休
闲娱乐提供了新选择，跨越时间空
间，四季皆有冰雪。

甘露山国际滑雪场相关负责人
介绍，雪场将逐步推出青少年滑雪
训练营、冰雪主题亲子活动、专业赛
事以及潮流社交娱乐等服务，推动
冰雪消费持续“上新”，实现从滑雪
运动到休闲娱乐的全方位覆盖。同
时以冰雪综合体为核心，打造游乐
嘉年华、民宿酒店集群等业态，构建
一站式度假目的地，助力黄陂区打
造全业态多层次文旅产业。

配套设施逐渐完善、服务质量
日益提升、产业布局愈加多元……
湖北的冰雪经济正从小到大、从弱
到优，持续焕发中部“冷”资源的

“热”活力。
（新华社武汉11月6日电）

配套更完善 产品更多元
湖北“冰雪热”：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6日发布消
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
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自2024年11月6
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
每吨分别降低 145 元和 140
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
油三大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
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
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
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
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
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
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
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
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国
际油价震荡下降。国家发展
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短
期内油价运行的波动性仍然
较强。

汽油、柴油
价格下调

新华社深圳11月6日电 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
6日在深圳正式签署，首批18个成员国代表共同签署协
定并为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

2023年9月，经《湿地公约》常委会第62次会议审
议通过，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
心是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
体实践。中国将以此为平台，深化与各成员的交流与合
作，推动红树林保护的全球联合行动，不断提升红树林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给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带海陆交错区生产能力
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维持
生物多样性、固碳储碳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工作，出台了湿地保护法
及其配套制度，健全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实施了全国湿地保护规划和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
行动计划。截至目前，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45.45万亩，
较本世纪初增加了约12.45万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
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据介绍，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共谋红树林保护与合
理利用、共促红树林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窗
口，下一步将建立健全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
红树林和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国际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红
树林保护事业迈向新高度，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作
出积极贡献。

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
在深圳签署

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6日电 11月6日11时许，随
着一阵嘹亮的汽笛声，满载45组集装箱汽车配件的列车
缓缓驶出新疆塔城地区乌苏铁路货场，中国新疆塔城乌
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中欧（中亚）班列成功首发。

这趟列车将通过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出境，最终抵达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钢铁驼队”再添新成员，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增添了一条重要物流通道。

近年来，新疆致力于打造我国向西开放桥头堡，不
断加强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乌苏作为陆港型物流枢纽
承载城市，积极参与其中，提升了本地物流效率，促进了
与中亚、欧洲等地的经贸往来。

乌苏市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节点，作为
古丝绸之路重要驿站见证了商旅往来和贸易繁荣。如
今，借助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政策优势，叠加
辐射北疆的区位优势，乌苏站于今年9月正式纳入新疆
中欧（中亚）班列图定线路的发运站点，发挥其集散潜
力。

据介绍，本月将有4趟班列自乌苏站组装货物始发，
分别通过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两个铁路口岸，出口至欧
洲、中亚市场。这些班列将为乌苏及周边地区的特色农
产品、工业品等提供一条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道。
同时，来自欧洲、中亚等地的优质产品将更加便利地进
入新疆乃至全国市场。

中欧（中亚）班列乌苏站成功运营，不仅能更好地满
足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需求，还将推动区域产业升级与集
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为北疆腹地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中欧（中亚）班列
乌苏站首发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记者6日从市场监管总局
获悉，截至2024年9月底，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
达18086.48万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96.37%，同比增长
3.93%，10余年间增长超4倍。

其中，民营企业5554.23万户（同比增长6.02%）、个
体工商户12532.25万户（同比增长3.03%）。

从行业分布看，以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集中了大量的民营经济主体。批发
和零售业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其民营经济主体
占比高也反映了我国商品市场的活跃。

我国在新基建、智能交通、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政
策导向，为物流行业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取得了显
著成效。

我国民营经济主体
10余年间增长超4倍

新华社太原11月6日电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水利厅
获悉，山西全力推进现代水网建设，到2025年，全省总
供水能力可达97.6亿立方米，惠及2450万人。

山西现代水网以西边过境的黄河、境内的汾河等8
条天然河道和万家寨引黄入晋等重大引调水工程为

“纲”，以区域输配水通道和河湖水系连通工程为“目”，
以控制性调蓄工程为“结”，着力构建“三纵九横、八河连
通，多源互补、丰枯调剂”水网总体布局。

据介绍，截至10月底，山西省11个市级和97个县
级水网规划已编制完成，其中6个市级和26个县级水网
规划已经同级政府批复。到今年年底，省市县三级水网
规划体系基本建立。

山西省大同市、长治市先后入选全国市级水网先导
区，大同市谋划实施4类59个项目，总投资110.7亿元；
长治市谋划实施5类184个项目，总投资486.1亿元。此
外，今年上半年山西省水利厅开展第一批省级市县水网
先导区建设，确定长治市、运城市为市级水网先导区，祁
县、壶关县、云冈区、潞州区、浑源县为县级水网先导
区。

山西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龚孟建表示，下一步
将加快中部引黄、小浪底引黄二期、万家寨引黄北干支
线等在建的12项骨干水网工程建设进度，建成后年供水
能力16.6亿立方米。新建神五岢、上党两座大型灌区，8
县42个乡镇446个行政村可以受益。

山西打造现代水网
惠及2450万群众

聚焦新质生产力，开设新专区，瞄准新赛道——

进博大舞台，“新”意满满

11 月 6日，游客在西
安市长安区古观音禅
寺内观赏千年银杏
树。

深秋时节，位
于陕西西安长安
区终南山下的千
年古银杏迎来最
佳观赏期，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观
赏。

新华社发

陕西西安
千年银杏

迎来最佳观赏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