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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客商的丝博会“初体验”：看好与丝路有关的未来

   中新网西安　作者 
杨英琦
　　“ 你 好、 苏 丹、
expensive 贵 的、cheap
便宜……”在西安国际
会展中心的国际交流展
区，来自苏丹的埃文正
在展位上整理货品，口
中念念有词。四周前，
为了参加展会，埃文“临
时抱佛脚”自学了中文。
　　为期五天的第七届
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
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
贸易洽谈会 ( 以下简称
“丝博会”) 正在西安
举办。在此前六届的丝
博会上，已有来自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
万余名境外客商参展参
会，累计展销特色商品
达 3 万多种，观众人数
超过 60 万人次。
　　第一次参加丝博会
的埃文告诉记者，自己
此行是为了“卖货”。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苏丹
产品，埃文积极用中文
向顾客介绍苏丹银饰、
玉石的产地、价格，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停留
在展位前，埃文发现自
己的“一点点中文”远
不够用，“希望下次我
可 以 再 多 多 学 习 ( 中
文 )。”
  　与手忙脚乱的埃文
相反，乌兹别克斯坦客
商阿奇莫夫·法鲁克的
丝博会“初体验”游刃
有余。“我带来了乌兹
别克斯坦的特色产品：
刺绣、瓷器、盘子、帽子，
还有多达二十余种不同
的糖果。这些产品已在
中国南方地区有销路，
参加丝博会是为了拓宽
它们在中国西部地区的
市场。”
 　“从张骞出使西域到
如今的‘一带一路’建设，
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自

古以来就是分不开的朋
友。”学习中文 16 年之
久，阿奇莫夫·法鲁克
对于两国的经贸、文化
有着自己的见解。“这
次我带来的瓷器、刺绣
等特色产品显示出两国
相似的文化风俗，亲切
而新奇的产品体验也更
有利于其传播、销售。”
他对自己的丝博会之旅
充满信心。
 　茶叶、红酒、玉石、
水果……在国际交流展
区，客商们与参展民众
不仅求“新”，也在求
“同”。熟悉的饮食习
惯与相似的文化风俗在
打开双方共同话题的同
时，也碰撞出更多合作
机遇。
 　“阿塞拜疆有着很好
的土壤和地理条件，因
此生产出的农作物十分
优质，我们的产品绝对
值得一尝。”阿塞拜疆

青年阿里正向顾客力荐
来自家乡的红酒、红茶
与石榴汁，第一次参加
丝博会，他高兴地发现，
中国消费者对阿塞拜疆
产品格外热情。
　　“我不仅在展位向
人们介绍如何购买产品，
也向很多人介绍了阿塞
拜疆的风俗文化，还帮
助部分商人达成合作、
寻找商机。这对我来说
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经
历。”22 岁的阿里在西
安学习工商管理专业，
国际贸易也是他未来感
兴趣的工作方向。
　　俄罗斯的亚麻籽、
哈萨克斯坦的巧克力、
吉尔吉斯斯坦的香肠、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的 刺
绣……在本届丝博会首
次增设的中亚五国展区，
记者发现不少初来乍到
的新客商，在接待了几
波消费者后，他们均表

示对未来的中国市场与
潜在的合作机会充满期
待。
　　“我相信中国西部
地区极具发展潜力，也
相信我们产品在这里的

潜在市场。”阿奇莫夫·法
鲁克说道，“我很看好
西安，然后是兰州、敦
煌、乌鲁木齐……总之，
我看好与丝路有关的一
切。”

　   中新网 ( 李隽 )
   “我们青海湖刚察牦
牛、青海湖刚察藏羊取
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秋冬季节‘草膘’
牛羊肉更是享誉省内外。
各民族群众用鲜美原料
加工的酥油、糌粑、风
干肉、血肠等特色小吃，
具有浓郁的地方民俗文
化风味。”16 日，青海
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
县委书记朱成青在致辞
时说。
   当日，素有“海滨藏
城”之称的青海省海北
州刚察县举办 2023 年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推介会
暨第二届青海湖草原冬
肉节。
　　因地处青海湖北岸，
每到冬季，天气格外寒
冷，这里的草原民众就
会大量储存牛羊肉以备
过冬，这个过程被当地
民众称为“压冬肉”。
冬天在暖和的屋子里“大
锅煮肉，大快朵颐”是
当地民众最满足的一件
事。
   活动现场设有美食品
鉴、产品展示、牛羊展
示、网红打卡4个展区，
展销产品涉及畜产品、
奶制品、粮油制品、酿
品、藏药制品、文创产
品、非遗产品等 11 大类
50 余种。

　　现场煮肉、熬制奶
茶、推介奶酒、展示牛
绒毡帽……参展商纷纷
亮出特色产品，不少商
家通过网络直播为网友
推介。众多消费者更是
挨个展位品尝、鉴赏、
选购。
    “这个奶酒好喝哎，
你也尝尝。你看，这一
家的毡帽也比我的洋气，
我俩买上吧。”当地民
众扎西彭措跟一旁的朋
友说。
　　据介绍，当地不断
加快推进农牧业集约化、
产业化、生态化、智慧化、
品牌化发展，农牧产业
逐步从粗放型家庭养殖
向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转变，从输出原料向输
出产品转变，农畜产品
从区域性消费向省外市

场消费转变。
　　“在各方的努力下，
刚察牛羊肉已成功搭上
直销北京、上海、山东
等大市场的平台，在全
国多地建立了市场网络
体系，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能力不断提高。”
朱成青说。
　　当日，该县成立了
青湖农牧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支持鲁援饲草料
厂开发优质饲草料产品
让利于养殖户，大力推
广统一补饲、统一收购、
统一加工、统一冷链储
藏、统一销售的生产经
营模式，支持国有企业
高价收购牛羊，鼓励各
类新型经营主体加工、
生产、外销，着力推动
农牧民增收、农牧业增
效、农牧区繁荣。

青海“海滨藏城”冬肉节：展示、选购尽
显草原风情

新疆阿拉尔：万亩盐碱地变“米粮川” 头
年耕种水稻亩产达 500公斤

11月 16日，民众正在参观第七届丝博会国际交流展。
杨英琦 摄

　 中新网 ( 戚亚平 石
继良 ) 
   金黄的稻田间，收割
机穿梭忙碌，稻香随风
飘送。眼下，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
市 6 团双城镇万亩盐碱
地水稻收割接近尾声。
　　“这万亩盐碱地，
今年是第一年耕种，年
初预计能产水稻 200 公
斤。头一年在这里种水
稻就没指望能有什么收
益，主要是为了洗盐压
碱、改良土壤。目前收
割下来亩产有 500 多公
斤，超出我们的预期。”
万亩盐碱水稻种植基地
负责人郑建江说。
  　6 团双城镇是在荒
漠上建立起来的团镇，
以前被称为荒地镇，经
过 70 余年的发展，由荒
漠变绿洲。但由于盐碱
过重，仍有大片盐碱地
无人耕作。
　　今年，第一师阿拉
尔市按照“兵团统筹、
师市主导、团场配合、
国企投资运营”模式，
构建“国企 + 民企 + 基
地 + 农户”利益联结机
制，由国有企业第一师
供销 ( 集团 ) 有限公司
牵头，民营企业阿拉尔
市禾禾米业有限责任公
司承种，将这片盐碱地
打造成粮食产能提升示

范区。
　　原本白花花的“不
毛之地”，缘何在一年
时间就长出了金灿灿的
水稻，逆袭成“米粮川”？
　　“ 年 初 测 算， 土
壤含盐量最少的也在
16‰，高的超过 30‰。
这样的土壤根本种不出
庄稼。盐碱地种出高产
水稻，关键在压盐碱。”
郑建江说。
   在种植过程中，承种
企业按照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要求，采用深耕粉
碎松土机深耕 60 厘米，
将土壤板结块横切旋磨
均匀，粉碎成颗粒粉末
状。这样，土壤中的盐
碱随灌水沉降到深耕层
底部，不会出现返盐返
碱现象。同时，通过广
施农家肥和土磷肥，有
效改良土壤结构，土壤
含盐量降至 0.3%，pH 值
达到 8.9，为水稻生长
创造良好的环境。
　 承种企业还将现代化
种植技术注入全过程，

无人植保机播种、施肥、
喷药……聘请了国家耐
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
新疆农业科学院、湖南
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
大学等单位的专家进行
全程技术服务。
   今年 6月，国家水稻
产业技术体系 2023 年南
疆四地州技术服务专家
团队到 6 团双城镇万亩
盐碱地视察，看到长势
喜人的水稻，个个赞不
绝口。
   中国水稻研究所原所
长、国家水稻产业技术
体系原首席专家程式华
说：“我国有 15 亿亩盐
碱地，开发盐碱地生产
粮食具有巨大的潜力。
这万亩盐碱地通过改良，
采用新品种，效果非常
好，为国家盐碱地综合
利用树立了一个典范。”
　　在第一师阿拉尔市，
加强盐碱地综合利用，
科技赋能，让更多盐碱
地变成“米粮川”。

深耕粉碎松土作业改良土壤。石继良 摄图为当地民众选购冬肉。李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