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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会议中心前的路口，红色中国结

的雕塑装置颇为醒目，不同肤色的参会记者

纷纷在这里出镜拍摄，迎接2024年中非合

作论坛峰会的到来。

盛会开幕在即，新闻中心已经提前开

放运营，多国记者在这里向世界传递“携手

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的主题。

布置一新的新闻中心，也着力打造科技

文化互动展示区，通过8K超高清、人工智能

等前沿科技以及非遗互动项目，展示着中国

推动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在综合服务台，除了多位工作人员，还增

设了一位通晓中英法三语的特殊志愿者——

交互式人形机器人小柒。裹着蓝色头巾的

非洲记者拉斐尔对齐刘海、短发的小柒非常

感兴趣，他按下对话按钮，提出了自己的问

题：你认为举办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有何

意义？小柒用英语回复道：中国和非洲国家

可以携手讲述更加客观、准确的中非友谊故

事，从而达成更深入的理解。

一旁的留言簿上，写满了英语和法语乃

至西班牙语的赞美之词：“很荣幸见证这一

次中非对话，可以说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范

例，启示着我们携起手来就能创造一个更美

好的世界。”“这些高科技太震撼了！”“中国

是一个美好的国家，感谢您以最好的方式热

情招待我们，并支持我们的新闻工作。”

长廊上的展位，个个亮点纷呈，志愿者

们热情招徕大家前来深度体验。各国记者

沉浸在CAVE8K超高清视频营造的场景

中，时而漫步在故宫的金砖之上，时而飞越

好望角，在这块四面包裹式的巨型曲面屏之

上，大家跳起了欢快的舞蹈，陶醉于中国与非洲

的美好景色与巨大成就。一位非洲记者和志愿

者攀谈了起来，他问道：“这个屏幕是4K的吗？

我们国家使用的就是4K屏幕。”当志愿者告诉

他这已经是8K画质，他连连竖起了大拇指。

绿幕前，许多人排队在体验用人工智能

技术现场生成自己的数字人形象，记者可选

择新闻中心为背景，也可选择长城、故宫、天

坛、颐和园、北京中轴线等为虚拟背景，让数

字人用中、英、法文进行峰会新闻播报。

在非遗体验区，景泰蓝制作技艺、北京

风筝哈制作技艺、彩塑京剧脸谱、花丝镶嵌

制作技艺、葡萄常料器等非遗传承人来到现

场，带着中外记者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故宫

文创区被打造成了日晷造型的柜台，按十二

时辰的分区摆放着一系列环保文创，比如用

故宫每日收集的矿泉水空瓶做成的托特包、

12个回收饮料瓶做成的雨衣、茶叶碎制成的

茶具、秸秆与玉米制成的浴巾……就连展示

柜也是瓦楞纸用榫卯结构拼接而成的。

雨燕舞翩跹，中非共筑梦。“2024年中非

合作论坛峰会时间”，即将开启。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本报讯（记者 叶薇）2024上海企业百

强榜昨天发布，上海百强经营规模继续保持

扩张态势，上海百强总营收超10万亿元，其

中，榜首企业营收超万亿元、入围企业营收均

超100亿元。榜单显示，2023年上海百强企

业在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多重复杂因素叠加

的困难情况下，实现了经营规模保持增长、新

兴产业百强经济指标强劲增长、民营百强产

出指标较快增长的经营业绩。

百强资产总额超过46万亿元
上海百强2023年全榜营业收入10.54万

亿元，同比增长1.20%；中国宝武营业收入

11129亿元，同比增长2.32%，再创单个企业

营收新高；上海百强入围门槛达到105.8亿

元，同比上升2.4亿元。

上海百强资产总额超过46万亿元，增长

率5.27%；所有者权益达到7.8万亿元，增长

率6.13%。制造业百强资产总额达到6.5万

亿元，增长率4.70%；所有者权益2.6万亿元，

增长率3.99%。服务业百强资产总额达到

38.5万亿元，增长率5.12%；所有者权益达到

5.1万亿元，增长率7.22%。百强企业资产指

标保持增长，资金继续向百强企业流入，说明

社会继续看好百强企业的发展前景。

新兴产业百强经营业绩强势增长，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双双实现强劲增长。其中，营

业收入1.9万亿元，增长率14.87％；净利润

1422.0亿元，增长率40.77%。纳税总额指标

也同步增长，纳税总额328.0亿元，增长率

9.09％。其中，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企业

有31家，超千亿元级的企业有3家；资产总额

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有10家。

38家信息技术产业公司上榜
这些企业的高速成长壮大，已经成为上

海百强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兴产业百强有

38家信息技术产业公司上榜，无论是经营规

模扩大还是经济效益增长都是新兴产业百强

中表现突出的产业大类群体。

民营百强经营业绩增长较快，新兴产业

公司拉动作用明显。2023年，民营百强营业

收入合计28206.5亿元，比上年增加2715.4亿

元，增长率10.65%；净利润合计1750.0亿元，

比上年增加471.2亿元，增长率36.84%。上

榜的34家新兴产业公司产出指标增长较快、

百强占比较高，拉动民营百强整体经营业绩

的力度较强。

以中国宝武、上汽集团为代表的制造业

企业，以交通银行、中远海运为代表的服务业

企业，以复星国际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以中芯

国际、美团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公司……正是

它们的高速发展，给上海百强经营业绩持

续走高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起上海

百强成长发展的成绩单。在这个成绩单上，

中国宝武创造了年营业收入1.1万亿元、上

汽集团创造了年纳税总额1031.0亿元、中

远海运创造了年净利润1269.5亿元的纪

录，这3项纪录为上海企业今后的发展树

起了标杆。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

2023—2024年上海市质量金

奖颁奖仪式暨2024年上海市

“质量月”启动仪式上午在虹口

区举行。本届市政府质量奖共

有95家组织和个人申报，较上

年增长37％。上海市医疗急

救中心创建的“四轮驱动、一键

必达，急智120”质量管理模式

等20个项目获先进质量管理

模式，上海松林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王龙钦创建的构建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农业产业

化管理体系等10个项目获先

进质量管理成果。获奖组织和

个人中，“3+6”产业占申报总

数的64%，民营企业数量显著

增加，并在教育和互联网服务

领域中实现“零”的突破。

自2001年至今，本市共有

21家组织、16位个人荣获上海

市市长质量奖，201家组织、

103位个人获上海市质量金

奖，在全社会树立了一大批管

理先进、质量卓越、绩效突出、

品牌显著的标杆。

续写中非友谊 共谱合作篇章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为非洲发展赋能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新闻中心探营

榜首中国宝武营收超万亿元，入围企业营收均超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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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前沿科技
体验传统非遗

尽管山海相隔，但中非交往从不受制于

物理空间上的距离。9月4日至6日，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

“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

同体”这一主题，中非领导人将共叙友谊、

共商合作、共话未来，共同谱写中非友谊的

新篇章。

这是中国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

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

山海相隔但命运与共
同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与非洲大

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因为贸易而有了间

接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则让这种

交流变得直接起来。

70年前，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从万隆会议期间中非领导

人首次握手，到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

洲期间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再到

1971年非洲兄弟们把中国“抬”进联合国；从

中国倾力相助援建的第一条海外铁路坦赞

铁路，到与国际组织会议中心使用标准“接

轨”的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建成；从埃博拉疫

情到新冠疫情……点点滴滴记录着中国与

非洲的命运与共和守望相助。而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则在贸易、开发等诸多领域复

现古代丝绸之路的盛况，帮助“非洲愿景”一

步步成为现实。

中国经验极具吸引力
中国外交史学会会长旷伟霖曾任中国

驻塞拉利昂大使和首任驻非盟使团团长、大

使。旷伟霖介绍说，大多数非洲国家自上世

纪60年代赢得独立，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与支

持下取得显著的发展成就。但教育水平相

对较低、农业现代化程度不足、工业制造业

发展落后，加之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

胁，极大地限制了非洲的发展。

“中国自上世纪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非洲人看到了他们曾经不敢想象的可

能。与此同时，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将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创造

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旷伟霖表示，从诸

多方面来看，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和发展模

式对于非洲极具借鉴意义和吸引力，非洲希望

通过同中国的合作开辟出一条适合非洲的新

减贫发展路径。

已是南南合作的典范
伴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入推进，基建合作

的成果遍布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非洲已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

市场。十年来，中国企业累计在非洲签订承

包工程合同额超过700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超过4000亿美元。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作

为《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的首个三年规划，

中非共同实施的“九项工程”从卫生健康、减

贫惠农、贸易促进、投资驱动、数字创新、绿

色发展、能力建设、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多

方面巩固中非传统合作，开拓新兴领域，推

动中非合作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如今，路

况变好了，人们看病也变得方便了。”旷伟霖

感慨道。而菌草、杂交水稻、青蒿素、鲁班工

坊等一系列“小而美”、接地气的民生项目更

是在非洲扎根落地，给非洲人民带去了真切

的获得感。

可以说，中非合作中这些实打实的合作

项目及其取得的效果，让中非关系成为南南

合作和国际关系的典范。

擘画中非合作的蓝图
本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围绕“治国理

政”“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和平安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等议题，举办四场高级别会

议，以及第八届中非企业家大会等相关活动。

旷伟霖表示，此次峰会设定的4项议题

契合了当下非洲发展的需要。接下来，中非

将如何对接描绘美好愿景的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续写中非合作这一“金字招牌”，引

领国际对非合作、深化“全球南方”合作？旷

伟霖表示，作为重要成果文件的峰会《宣言》

和《行动计划》将为未来三年中非合作擘画

怎样的发展蓝图，值得各界期待。

特派记者 齐旭（本报北京今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