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闻 达 视觉设计：张 宁 检校：王永智 李世同2024年9月28日 星期六

要闻
YAOWEN

04

对话 DUIHUA

八方来客相约辽宁，四海宾朋
共创未来。

第五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以下简称“辽洽会”）正如火
如荼进行中。行走于辽洽会，一个
个展品展示精彩亮相，一次次签约
合作接连达成，一场场论坛活动深
入交流，辽洽会持续释放的溢出效
应可感可观。

本届辽洽会首次冠名“中国”，
已经成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重要经贸平台。本届辽洽会，以

“发展新质生产力 开放合作促振
兴”为主题，谋划了一系列主题活
动、配套活动等，为国家之间、地区
之间、企业之间相互交流合作架起
桥梁、建立纽带。

通 过 一 次 盛 会 ，把 握 一 种 大
势。走进辽洽会、观察辽洽会、融入
辽洽会，有心的人会发现：以开放促
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创新，
已经举办五届的辽洽会在一系列活
动中愈发强化这一理念，力争让这一
国际舞台成为“振兴磁场”。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辽洽会上
更频繁的经贸往来、更先进的产品
展示、更活跃的思维拓展，全球的产
品、服务、人才、智慧、资源流动融
合，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应”，激涌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滚滚热潮。

挖掘经贸新机遇
一次次郑重落笔，一次次热切

交流，240 余个项目签约，近 2700 亿
元签约总额。媒体的镜头中，一帧
帧画面，记录下产业资本与优势资
源携手共创辽宁振兴美好未来的

“高光时刻”。
看好辽宁、布局辽宁、深耕辽

宁，众多“业界顶流”以一笔笔真金
白银的实际投入，投资项目、焕新业
态、升级技术，显示对这片热土的高
度信任、对未来发展的充足信心。

重要经贸平台，是我省对辽洽
会的功能定位。只有对其中涌现的
投资潜力、合作机遇充分挖掘、转
化，释放出更大的开放红利，才能体
现这一平台的意义。历经五届，我
省越来越注重与世界各方一道，努
力用好辽宁既有的“优势点”，找寻
产业发展的“契合点”，打造投资兴
业的“增长点”。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辽宁冰
雪资源受到青睐。抚顺龙岗山位于
世界黄金粉雪带，生态资源优美、自
然禀赋优越、交通设施便利，发展冰
雪产业优势得天独厚。辽洽会上，抚
顺发布了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雪上赛事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
项目场景清单。中铁九局集团有限
公司以敏锐眼光看中当地独特优势，
决定投资，与多方合作伙伴签约项目
42个，项目总投资额37.6亿元。

粮食主产省、畜牧和水产养殖
大省、农业“土特产”和林下经济大
省，诸多“头衔”彰显辽宁农业实力，
也吸引外资注意。日本冲绳县产业
振兴公社会员企业 DIRECT CHI-
NA株式会社经理川田唯依表示，辽
洽会的对日系列活动参与者众多，
让她看到了辽宁市场的蓬勃活力。
同时，她也想借此机会考察当地市
场，做辽宁优质产品的进口贸易，目
前已与部分大连的海产品加工企业
有了接触，期待达成更多合作。

由优势结缘，引投资落地。连
日来，辽洽会系列活动持续发酵，选
择与辽宁合作的企业及团队脚步不
停。“投资辽宁，就是投资未来”正在
逐渐成为盛会中的共识。

谋求产业新升级
诞生于华晨宝马沈阳生产基地

的创新纯电动BMW i5，其智能车机
交互体验让不少参会者表示惊喜；
在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区，参观者只

需佩戴VR头盔，便能即刻“穿越”至
雪山之巅，感受从陡峭雪道飞驰而
下的刺激与快感……

走进辽洽会消费创新主题展
览，一项项广泛应用的数字技术，
让人们体会到信息化、智能化给生
活带来的可喜变化；一个个顶尖前
沿的“黑科技”产品，也让公众对

“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印象深刻。
通过举办辽洽会这样的标志性

活动，辽宁越来越认识到：不仅要向
世界展现开放、包容的风貌，还要展
示不断创新、进取的一面。

本届辽洽会，“发展新质生产
力”成为“主旋律”。聚焦新能源的
国际氢能科技与产业合作对接活
动，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
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辽宁—欧洲投
资合作暨跨国 CEO 走进辽宁活动
等，都在证明辽宁的努力与愿景：以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着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优势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辽洽会让我感受到辽宁氢能
发展空间无限，各方的积极布局超
出了我的预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氢化物能源化学研究
中心主任陈萍直言，通过论坛活动，
她看到辽宁投入了大量资源推动氢
能产业发展，科研单位、企业都十分
重视氢能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通过深入接触，我对辽宁、中
国的信息技术和整体科学技术的
发展进步感到惊讶，中国在未来产
业发展中已经脱颖而出。”韩国大
邱广域（直辖）市政府上海代表处
首席代表金贤淑说，借助辽洽会沈
阳韩国周这一平台，他们带来了在
数字健康产业等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 的 企 业 ，搭 建 多 种 信 息 交 流 渠
道，与辽宁一道寻找成长机遇、升级
空间。

启迪发展新思路
一次高质量的盛会就像一个汇

聚智慧资源的“思想市场”，往往能
产生高水平的“头脑风暴”，在结下
合作果实的同时碰撞出更多的“思
想火花”。

本届辽洽会邀请了多位重量级
嘉宾分享企业成长新思路、区域发
展新观念、产品运营新模式。这不
仅是辽宁企业学习交流的难得机
遇，也是国内外企业思想碰撞的绝
佳平台。

“这已经是我第五次参加辽洽
会了，每次来都会有新收获。”东北
钢琴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文
的“红色”智能钢琴在辽洽会消费
创新主题展览营口展区尤为吸睛。

“除了结识新伙伴，多场活动的主旨
演讲也让我感到耳目一新，对于推
动东北钢琴走向世界具有很强的
启发。”

了解是合作的基础，交流是了
解的渠道。通过参加多场辽洽会活
动，科威特国家石油技术公司主席
法希德·艾·阿兹米在 2024 的“辽洽
之 旅”开 启 了 与 辽 宁 合 作 的 新 空
间。他表示：“以往我们与辽宁合作
多集中在石油、化工、装备等工业领
域。此次参会我发现除了产业发展
互补，我们与辽宁在旅游方面也有
很大的合作空间。科威特和辽宁都
是历史悠久的地方、都有很多热情的
人们。辽宁的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值
得我们学习，我们期待未来能在这方
面增加互动，也欢迎更多辽宁人走进
科威特感受不同的特色文化。”

本届辽洽会展期进入尾声，虽
然数据尚未汇总官宣，但从展台前
络绎不绝的客流、场馆内此起彼伏
的签约，从越来越多把优质资源留
给辽洽会的展览展示中可以看出，
各方信心满满，成果值得期待。

2700亿元的背后，是信任更是信心
——从系列活动看辽洽会的“溢出效应”

本报记者 董翰博 孙大卫 金晓玲 吕 丽 赵 铭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参 加 辽 洽
会，活动的规模令人震撼，辽洽
会的举办为加深中日双方沟通
交流、企业间合作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契机和平台。

通过参加辽宁—日本经贸
合作对接活动，我再次来到大
连市，又看到这座城市的快速
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黑部市与大连市刚刚建立了友

好合作关系，我对今后两座城
市间全方位的友好往来充满
期待。大连市与全世界贸易往
来密切，人文交流广泛，黑部市
将通过紧密连接大连，与世界
联通。

辽宁与富山县之间开通了
直达航线，两地之间开展产业
投资、技术交流、旅游观光、贸
易往来有非常好的便利条件。
日本 YKK 株式会社的技术总
部在黑部市，该企业已在大连
投资兴业。回国后，我将把参
加本届辽洽会的感受、获得的
合作信息等转达给黑部市的相
关部门，特别要共享给本地的
企业。我们与辽宁有着广阔的
合作发展空间，在产业、教育、
艺术等领域都有合作潜力可
挖，期待增进友谊，实现共同
发展。

日本富山县黑部市市长武隈义— ——

合作空间广阔 未来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吕 丽 文并摄

我在中国工作 18 年，其中
有 4 年多的时间是在大连市工
作和生活，因此我对辽宁非常
了解且有着浓厚的感情。

阔别多年再次来到这里，
城市的发展变化太让人吃惊
了。通过与辽宁及沈阳的再度
深入接触，我深切感受到辽宁
的开放决心和发展信心。

借助辽洽会的平台，此次

我们与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
社等几个单位组织了32家韩国
企业参展沈阳韩国周，目的就
是向更多的中国消费者介绍韩
国的优秀产品，促进更多的韩
国商品走进东北市场。同时，
韩国企业也借此机会增进对辽
宁和沈阳的了解，如果找到适
合发展的“土壤”和机遇，他们
的生产线等都会陆续进来，投
资辽宁，合作共赢。

应该说，从韩国企业的角
度来看，辽宁是最好的供应链
合作伙伴。辽宁的区位优势十
分明显，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
沿海的省份，物流基础和条件
都非常好；辽宁的能源资源和
工业基础十分雄厚，为企业的
原材料采购带来了极大便利，
这都是企业乃至产业发展最重
要的支撑。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国地区总部总代表黄在元——

辽宁是韩企最好的供应链合作伙伴
本报记者 金晓玲 文并摄

辽宁作为船舶大省，一直
是华光海运的重要合作伙伴。
在 30 多年的合作中，我们始终
看好辽宁厚重的产业基础。近
年来，我们在香港通过多种渠
道持续关注辽宁的变化，看到
辽宁在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过
程中取得丰硕成果，拥有众多
发展机遇，期待能与辽宁企业

携手远航。
除了船舶制造领域，华光海

运也在走多元化的战略发展之
路，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将投入
更多的精力。东北、辽宁作为全
国绿色船舶燃料布局的重要地
区，在新能源船舶的制造和相关
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我们希望
能够加强与辽宁企业在新能源
领域的合作，拓展新的市场。

同时，辽宁也是科教大省，
拥有大连海事大学等一批在海
运领域具有一定优势的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这也是我们比较
关注的地方。我们目前已经与
一些高校建立人才培养的互动
机制，希望未来能与辽宁的优
质科教资源一道，探索最前沿
的制造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培
养更多的海运人才。

华光海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周建峰——

期待与辽企携手远航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文并摄

图①③：9月27日，在本届辽洽会举办的2024
品牌消费创新发展对接洽谈活动上，现场展出的
众多特色商品，吸引了与会者的关注。

图②：9月27日，在本届辽洽会举办的2024品
牌消费创新发展对接洽谈活动上，重点项目集中
签约。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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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产品很独特，比较适合
长三角、珠三角的市场，咱们可以一
起研究下合作。”

“这块市场我们的确有心无力，
希望可以一起做些尝试。”

……
9 月 27 日，在 2024 品牌消费创

新发展对接洽谈活动上，这样的洽
谈随处可见。优质辽宁产品走出去
是许多本土企业的现实需求，同样
对外地企业也是难得的机会。辽洽
会搭建起来的“链接”平台，让这样
的合作更加便捷。

辽宁是工业大省，除了大国重
器的工业品外，覆盖食品、工艺品、
日用品的轻工消费品丰富多样，如
兴城泳装、孔雀手表、阜新玛瑙等。
辽宁也是农业大省，近年来围绕粮
油、畜禽、饲料、果蔬、水产五大产业
打造全产业链条，越来越多的农产
品通过工业化、产业化、品牌化建

设，蹚出了“辽品出辽”的新路。
品牌，是“辽品出辽”的关键。

在对接洽谈活动上，供采双方都有
这样的共识：除了过硬的产品质量，
要把努力提升产品品牌影响力放在
突出位置。

“我们这次带来了自主研发生
产的氢健康产品，是一个较为新颖
的赛道，可以帮助消费者日常保养
和居家康健。”青祝（沈阳）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徐川表示，参
加这样的对接洽谈活动，有助于让
更多的客户和消费者熟悉自己的产
品和品牌。

本次对接洽谈活动上，铁岭的
榛子、大连的海参、朝阳的小米、本
溪的山参等让来宾耳熟能详，其中
不乏地理标志产品、老字号、绿色食
品。150余家供应商中，农副产品超
过了半壁江山。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会

长于露说：“辽宁农产品出口位居全
国前列，这个长期积淀起来的优势，
在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大背景下，基于‘食以安为
先’，还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

辽品品牌怎么建设，同样是对
接洽谈活动上各方热议的话题。

“比如辽宁的山参，非常优质，
一种方式是直接卖出去，还有一种
方式是和其他品牌合作，增加其附
加值。”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在主
题演讲中提醒大家重视品牌建设，
并强调培育品牌必然离不开创新，
要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有效降低产
品的平均成本或边际成本。此外，还
要牢牢抓住绿色化这一路径，让产品
与品牌打造更契合社会发展方向。

丹东凤城市瑞沃尔制衣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为一体
的专业服装制造企业，致力于拉长
柞蚕丝的产业链条，将柞蚕丝做成

家纺等各类产品“卖全国”。公司总
经理钟玉贵坦言，社会科普也好，参
加辽洽会这样的活动也好，都是在
为扩大企业和产品知名度而努力，
这种努力需要长久坚持。

品牌是一个企业综合竞争力的
集中表现，做好品牌建设，对企业开
拓市场、提升竞争力、激发消费活力
尤为重要。

朝阳北陶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艾雅芝表示，正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他
们才创建自己品牌，梳理企业紫砂文
化，申请并获评“老字号”，从多个维度
搭建自己产品的独特属性。“事实证
明，这个过程虽然并不轻松，但对开拓
市场发挥的作用是显著的”。

在对接洽谈活动上，大家一致
认为，辽宁自然条件、农业资源禀赋
丰富多元，特色产品各具优势，加快
推动辽品出辽、“出圈”，一定会将产
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辽品出辽”风正劲
本报记者 胡海林 刘 璐

通过在连续两届辽洽会上
举办“辽宁—中东国家经贸合
作”活动，打开了中东地区国
家与辽宁相互了解的窗口，为
加强双方深度合作做了积极的
铺垫。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致力
于 推 动 辽 宁 与 共 建“ 一 带 一
路”国家的经贸合作。今年在
我 们 的 努 力 下 ，辽 洽 会 设 置
了斯里兰卡展厅和中东展厅，

有助于帮助双方提升国际视
野，拓展国际合作空间，进而
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正
向作用。

事实上，辽宁与中东国家
扩大经贸合作是“双赢”之举：
一方面把中东国家的优秀商品
引到辽宁，丰富辽宁居民的消
费物品和场景。同时为辽宁引
进一批优秀的基金公司，广泛
参与辽宁的经济建设。一方面
也引导辽宁企业去中东地区投
资，参与当地产业布局、基础设
施建设。

辽宁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合
作前景光明，未来我们将继续
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为双方
经贸合作搭建坚实的桥梁，推
动更多高质量的国际合作项
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辽宁
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中东辽宁总商会会长王劲松——

为辽宁和中东国家合作搭桥梁
本报记者 胡海林 文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