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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开幕，读懂这两个“如期”
今晚，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在万众瞩目中拉开帷幕，中国又将牵手世

界，一起书写6天的精彩与难忘，共同收获

“6+365”的溢出效应与发展红利。

很多媒体用“如期开幕”来报道这一盛

事。仔细品味这个“如期”，其实包含了两

层意思。首先当然就是字面含义：按时、准

时，按照约定期限进行。

特殊之年，这个“如期”非同一般。

五年前，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上海拉开帷幕。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郑

重承诺：中国真诚向各国开放市场，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

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中国之诺，一诺千金。东方之约，共享

共赢。五年来，进博会始终坚持如期在线

下举办，哪怕面对新冠疫情冲击、面对世界

经济低迷、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人克服种种困难，

一手抗疫，一手办博，充分发挥进博会国际

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

平台作用，推动中国与世界市场相通、产业

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连，成为全球共享

的国际公共产品。超过1500件新产品、新

技术、新服务完成全球或中国内地首秀，累

计意向成交额超过2700亿美元！

昨天采访国展中心派出所首任所长朱

洪葵，她说了一段话令人感动：“前几个月有

朋友问我，今年进博会还办吗？我告诉他，

肯定会办。因为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

世界；因为中国人说到做到，绝不食言！”一

位基层上海民警给出的答案，涌动着对国家

的信心，对上海的信心，对进博的信心。

今年的进博会，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后，中国最重

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之一。

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所作的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

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

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

民。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进博会

正是站上新起点的中国，再次向世界发出

的开放最强音！

如果说，“如期”还有另一层含义，我想

一定是“如大家所期待”。这不是文字游

戏，而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

前四届进博会，有两个参展商的故事

一直感动着我。一个是来自意大利的珠宝

商人马可。这位意大利那不勒斯贝雕界古

老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好几年都是几经

周折来沪参会，即使人到不了，展品也一定

要来。那句“困难再大也一定要来中国”，

让人泪目。

另一位是日本铁壶生产商荒井工房的

社长荒井干雄。在新冠疫情突然袭来的

2020年，因为疫情防控赶不上进博会开幕

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前后经历3次核酸检

测，直到进博会开幕第5天晚上10时，才在

上海结束14天隔离，最终在闭幕前一日进

入会场，成为“最姗姗来迟的展商”。

今年，进博会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

有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来自

127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其中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过280家，回头率

近90%，近一半展商是连续第五年参展的

“老朋友”。

参展商们为何千方百计来中国参加进

博会？最朴素的原因，当然是看重中国市

场，希望做大生意。五年来的实践证明，进

博会不仅让展品变商品，更让展商变投资

商，以进博会为窗口，越来越多的全球企业

加速深耕中国，共享中国机遇。

前些天，在进博会客户端“云展示”栏

目看到一件展品，特别有感触。那是一双

“来自非洲的环保鞋”，产自尼日利亚，是循

环利用废塑料制作的、可以用拉链自由拼

接鞋面的时尚鞋品。

以前对于非洲等不发达国家总有一种刻

板印象，觉得这些国家参展的展品，都是一

些原材料和绿色食品。没想到非洲的创意

也能让人眼前一亮。这正是进博会的重要

意义之所在——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交流

的是文化和理念，让文明在互鉴中共同成长。

五年进博，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她让

我们明白，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也让我们

更深刻地领悟：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

与你我有关……尤其是在全球疫情冲击之

下，市场相通更为可贵，当中国的市场成为

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受益

的，也必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