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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10 月 11 日电 第
130届广交会吉祥物蜜蜂“好宝Bee”
和“好妮Honey”近日亮相，这是广交
会自1957年创办以来首次发布吉祥
物。勤劳、团结、奉献的蜜蜂，寓意着
广交会汇聚中国制造与中国“智”造，
服务全球人民美好生活。

广交会，全称“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规模
最大、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
易盛会，被誉为“中国第一展”。回顾
65年历程，广交会从未间断，创新发
展贯穿始终。

1957 年广交会首次创办，20 世
纪 70 年代一度贡献全国过半出口
额；改革开放后，首批获得自营进出
口权的私营企业于 1999 年登台，广
交会为他们打开对外贸易的第一扇
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年
广交会采购商数量突破 10 万；随后

采购商数量与成交额屡创新高，办展
也从一届两期变成一届三期，主要出
口产品从初级产品转向制成品、“智”
造品；自2007年第101届起，广交会
相继设立进口展区、品牌展区，发展
为“买卖全球”的综合性贸易平台。

创办至今，广交会与210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累计到会境
外采购商约 880 万人，海珠桥边、流
花湖畔、琶洲塔下，都留有他们的足
迹。随着市场需求高涨，展馆规模扩
大、四度迁址，建筑面积现超过 110
万平方米。当下，广交会展馆四期项
目建设如火如荼，建成后，广交会展
馆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会展场馆之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外贸市
场不景气等挑战，广交会在非常时期
行非常之举——2020 年第 127 届广
交会首次完全以网络形式举办，数十
万采购商和百万中国外贸从业者做

起“云生意”。
广交会接连三次“登云”，中国线

上贸易方案愈加成熟。升级官网、增
加互动、加强对接，线上平台日渐完
善，先进的中国互联网产业、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和制造实力，成为打破贸
易时空界限强有力的支撑。每届广
交会四五十场的推介会和海外营销
矩阵广邀天下客，使中外贸易之桥更
牢固，也让中国发展新成果进一步与
全球共享。

企业也在以变应变，贸易新模
式、洽谈新方式、产品新前沿、合作新
商机层出不穷；海外推广更精准，直
播带货更熟练，服务业务更多元。他
们的新技术应用和商业探索助推外
贸高质量发展，帮助稳定全球供应链
并有效推动经济复苏。采购商被“圈
粉”，来源地分布之广屡创新高。

眼下，第130届广交会将首次线

上线下融合举办，这是常态化疫情防
控背景下我国举办的一场重大国际
经贸活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
储士家表示，本届广交会呈现出来的
效果将更新、更实、更好看。首次以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邀请境
内采购商和境外机构在华采购代表
等新面孔、引入海外仓和航运物流企
业等新主体……种种迹象表明，广交
会的产品结构、主体结构、贸易服务
链、市场布局都在不断优化。

顺应潮流之变、响应时代之需，
广交会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出口进口
融合、外贸内贸融合、展览会议融合
的创新，提供功能更全、服务更优、体
验更佳、效率更高的贸易平台。第
130 届广交会预计将有超过 20 万采
购商线下采购，大量采购商线上采
购，新老朋友再携手，势必绘就出更
精彩的国际经贸合作图景。

“中国第一展”金字招牌历久不衰
创办至今，广交会与 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累计到

会境外采购商约880万人

新华社长沙 10 月 11 日电 我
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自
主选育品种占95%，做到了中国粮
主要用中国种子，但种业发展水平
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明显差距。
如何力推种业振兴？部分业内人士
提出，要从加强种业资源利用、加
快育种创新攻关、推进种业基地建
设等方面发力。

这是记者从日前在湖南长沙举
行的岳麓种业峰会上了解到的。

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
心主任邓小明说，从种业创新体
系来看，目前还存在四类问题：
重眼前需求轻长远规划，长期系
统布局不够；重品种审定轻场景
应用，产业导向不明；重项目实
施轻体系建设，资源配置不优；
重种子创新轻种业创新，全链条

创新不足。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着最

大短板之一就是创新要素分散，开
放协同薄弱，存在产学研用对接
难、项目基地平台人才融合难、协
同创新跨界难和社会资本资源进入
难等‘四大难题’。”他说。

今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
振兴行动方案》。中国种子协会会
长张延秋对此表示，方案提出种业
振兴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任务
重点和保障措施等一揽子安排，为
打好种业翻身仗，推动我国由种业
大国向种业强国迈进提供了路线
图、任务书。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
长杨海生说，种业振兴要加强种
业资源利用，重点开展好资源的

普查收集，加快发掘利用。同
时，加快育种创新攻关，重点是
加强育种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
推进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和畜
禽遗传改良计划。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要支持种
业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促进产学研
结合，育繁推一体化；推进种业基
地建设，重点要支持现代化制种基
地建设，提升良种供应链产业链水
平；净化种业市场，重点保护好种
业知识产权，从种业立法、司法保
护、监管执法等层面打好组合拳。

此次峰会由中国农村技术开发
中心、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
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等主办。

如何力推种业振兴？
业内人士提出应多方发力

新华社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
者11日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
国际小行星中心近日最新发布了该台
刚发现的一颗新彗星 C/2021 S4
（Tsuchinshan）（Tsuchinshan为“紫金
山”的威妥玛式拼法）。这是中科院
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第7颗彗星，也
是第5颗以“紫金山”命名的彗星。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赵
海斌向记者介绍，今年9月29日晚，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盱眙观测站开
展了整夜巡天观测。北京时间9月
30 日 2 时 31 分 15 秒，一颗新的天
体进入了近地天体望远镜的视
场。当时该目标的亮度为 20.5 星
等 ，视 运 动 速 度 为 0.0767352 度/
天，视运动速度与典型的主带小行
星有很大差异。

“我们将其确定为重要目标，启
动了后随跟踪观测，并向国际上共
享了数据，发起了国际后随跟踪观
测需求。”赵海斌说，意大利、澳大利
亚、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天文工作
者相继开展了观测。10月8日，国
际小行星中心公布中科院紫金山天
文台发现了一颗新彗星。

彗星是太阳系中的重要天体，其
“体内”封存了太阳系形成初期的大
量原始信息，对研究太阳系的起源等
具有重要意义。赵海斌表示，此次新
发现的C/2021 S4 （Tsuchinshan）
是一颗运行在外层太阳系的远距离
彗星，到太阳的最近距离超过10亿
公里。“它的轨道是个非常扁的椭
圆，偏心率达到 0.938，轨道周期超
过1000年，是一颗非常典型的封存
了太阳系早期信息的天体。”

赵海斌介绍，目前该彗星正朝
着接近太阳的方向运动，再过 2 年
多时间将会来到近日点，届时是公
众一睹其“芳容”的好机会。

我国新发现一颗彗星

这是10月11日在吉林省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光东村拍摄的
水稻。

近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进入水稻收获季，海兰江边水稻
金黄，在田野间静待秋收。

新华社发

海兰江畔稻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