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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助力企业开拓内销市场

面对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由于海外市场的

萎缩，加工贸易企业出口订单下滑。为寻求出路，许多

原来依赖国际市场的加工贸易企业纷纷把目光转向

了内销市场。

在此背景下，广东省决定举办广东省外商投资企

业产品(内销)博览会，一是提振加工贸易企业扎根发

展的信心，二是帮助企业拓展内销市场。2009 年 6 月

18 日，首届外博会开幕。参展的 1181 家企业全部是

来自广东的外商投资企业，许多原本用于出口的产品

第一次呈现在国内消费者面前。

到了 2012 年，外博会升格为今天的加博会。可以

说，帮助企业拓展内销成为加博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数据显示，在去年举行的第十届加博会上，意向

签约项目达 8150 个，意向成交金额突破 1000 亿元，

分别比 2009 年增长了 67 . 04% 和 96 . 46%。总体来

看，在加博会的带动下，东莞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额

从 2009 年的 1541 亿元提升至 2017 年的 4205 亿元，

翻了一倍以上。

“互联网+”为企业实现加工贸易产品全球行

自 2015 年实施“1+6”专业化展区设置后，“互联

网+”概念成为此后加博会上的重要元素。在第七届加

博会上开设了电商和国际物流展，来自全国的 79 家

有实力电商和物流企业参展，帮助参展企业拓宽国际

销售渠道，实现加工贸易产品全球行。而第十一届加

博会组委会更是将与电商平台的合作提升到了战略

高度，更加注重电商平台的渠道优势，加强资源整合，

更好地帮助企业拓展销售市场。

2019 年 3 月 18 日，加博会秘书处办公室与东莞

市电商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加

博会期间，东莞市电商联合会将鼓励体系内的 3000

多家企业积极观展采购。加博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战略合作是帮助企业拓展销售市场的有效举措。加

博会的参展企业产品质量过硬，达到出口欧美市场的

标准，电商企业的采购和介入，有利于发挥平台的渠

道优势，帮助企业拓展销售市场，让生产企业插上“互

联网+”的翅膀，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据东莞市电子商务联合会相关负责人透露，根据

备忘录，双方将全面加强电商与参展商的采购对接，

实现采购商与参展商的“精准匹配、高效对接”。联合

会将联合 22 个镇街电商协会，鼓励联合会体系内的

3000 多家企业在加博会期间积极观展采购。

参展企业“两自”产品屡获重大国际奖项

十年来，参展企业中，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

的加工贸易企业占比从 53% 提升至 70%，展品质量

也从一开始主要以展示代工产品为主，逐渐演变为屡

屡获得如德国“红点奖”等重大国际奖项的“两自”产

品。企业的参展热情一届比一届高，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支持。

加博会有力地加快了全国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

级的进程，已经成为全国加工贸易企业成果展示的

重要平台。十年来，来自全国的近万家(次)企业在

加博会上展示了超过数十万种加工贸易高端、终端

消费产品，全面反映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水平，对

支持加工贸易企业创建品牌、自主研发设计、开拓

营销渠道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年弹指一挥间，加博会从“初试锋芒”到“稳步

快跑”，不断刷新大众对东莞加工贸易企业创新发展

的认知。

本届加博会共有来自全国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港台的 865 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 5 万平方

米，本届展会继续按照“1+6”模式办展，打造“两大平

台”，突出“四大元素”，助力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与

开拓内销市场是展会的核心主题。

拓展渠道、注入活力、提升品牌，最终目的是促进

加工贸易创新发展，这是加博会的初衷也是终极目

标。回顾过去 10 年，从诞生到发展成熟，加博会促进

了一批加工贸易企业的成长，并探索出一条大型展会

转型升级路径。

·广告·
加加博博会会见见证证一一批批加加工工贸贸易易企企业业的的成成长长

加加博博会会对对于于广广大大的的加加工工贸贸易易企企业业而而言言，，是是一一次次展展示示自自我我、、开开拓拓国国际际国国内内市市场场的的绝绝佳佳机机会会

巴黎圣母院大火为全世界文保敲警钟
法国总统承诺重建，法各界已认捐数亿欧元

巴黎圣母院 15 日晚遭遇大火，熊熊火光里圣母院塔尖轰然
倒塌，令人心惊心碎。文物之殇，让法兰西流泪，也让全世界伤痛。

法国总统马克龙感叹，“眼睁睁看着我们的一部分在燃烧”。

法国《费加罗报》说，这场大火“烧在整个法国的心上”。

火灾现场，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教堂被火光和浓烟笼罩。哥
特式塔尖倾斜倒塌，成千上万的民众站在河对岸或者通过电视
直播目睹了这一幕。所有人表情凝重，很多人泪流满面。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文物的损毁伴随着文明记忆的消
殒。相对疏松的管理和一时的大意，带来的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让这座教堂不仅成为巴黎地标，也
成为法国文学乃至文化和精神的地标。那哥特尖顶，入过多少
画作诗篇，成为多少文艺创作的灵感源泉，引发多少流连徜徉
和深沉喟叹。多少人曾为卡西莫多的命运流泪，多少人又曾在
此留下美好回忆和梦幻体验。

文物是人类文明发展一路走来的宝贵足迹。它们的脆弱
和不可再生性，要求我们用更先进的手段、更专业的技术，更
智慧的途径加以呵护。

与时间赛跑，加强文物安全管理，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留
存文明记忆，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不能让历史从此只存在于回
忆、梦境、照片和视频。(记者韩梁)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卡西莫多在哭泣

巴黎圣母院塔尖在大火中倒塌

据新华社电 4 月 15 日傍晚，巴黎圣母院的塔尖轰然倒
塌在熊熊烈火之中。大批法国民众站在塞纳河对岸目睹了
此情此景，有人表情凝重，有人泪流满面。

法国消防部门 16 日宣布，当天上午 10 时，大火已经
“全部扑灭”。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
之一，堪称法国文化地标。这场大火在令法国心痛不已的同
时，也为全世界敲响了文物保护的警钟。

因维修部分艺术品早已转移

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在 15 日 18 时左右被发现。随后
数小时内，大约 500 名消防队员动用数十辆消防车及大量
灭火设备救火。火灾发生时，巴黎圣母院正处于维修施工之
中。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介绍说，由于维修施工，巴黎圣
母院内部分艺术品早就被转移走，得以躲过此劫。

法各界已认捐数亿欧元重建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利普事发后赶到现场。马克龙
说，他计划尽快发起募捐，呼吁全球有识之士共同参与重建巴
黎圣母院的工作。“重建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人民的期待，因为
她代表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想象力。”他说。

法国各界人士 16日纷纷响应，为重建和修复工程捐款数
亿欧元。法国开云集团总裁弗朗索瓦·亨利·皮诺 16日早些时
候宣布，为“完整重建巴黎圣母院”捐款 1 亿欧元(约合 7 .6 亿
元人民币)。法国路易威登集团同日宣布，将为重建工程捐款 2
亿欧元(约合 15.2亿元人民币)。欧莱雅集团也表示，将为重建
工程捐款 2亿欧元。

法国司法部门已就火灾原因展开调查。据多家法国媒
体报道，圣母院顶楼的电线短路可能是引发火灾的原因。

重建工程或需“数十年”

法国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走在
世界前列。1887 年就开始通过法律保护具有国家历史及艺
术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和艺术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保
护文化遗产的国家。

诚如此，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又为何破坏力度如此之大？
专家认为，年久失修与木质结构屋架是导致火势蔓延

的重要原因。不少法国名胜古迹为石质结构建筑。巴黎圣母
院则不同，它拥有巴黎市最古老之一的木质屋架，且规模宏
大，长度超过 100 米、宽度达 13 米，因此塔楼起火后迅速
蔓延至屋架。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基金会主任埃里克·菲舍尔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预计需要“数
十年”。

保护机制更应与时俱进

每一次遗产受灾、文物历劫都应给予我们警示：一个科
技化、系统化、全覆盖的文博安全保护机制既要“保得住”、又
要“传下去”，既要有“盾牌”、也要有“时光机”。无论是文物古
迹的安保，还是打造智慧博物馆、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人
类对于文明记忆的留存和传承还大有可为。(记者：唐霁、徐
永春、张曼、韩梁、陈晨、王建刚，编辑：冯玉婧、鲁豫)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的是 4 月 15 日，在法国巴黎，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新华社发

新华社巴黎 4 月 16 日电(记者杨一苗)熊熊烈火之中，
巴黎圣母院塔尖轰然倒塌。当地时间 15 日傍晚 18 时许，位
于巴黎市中心、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
整座建筑损毁严重。

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赶赴火灾现场。记者在现场看到，着火
位置位于圣母院顶部塔楼，大火将整座建筑物的后半部分映得
通红，滚滚浓烟冲向天空。大火迅速将圣母院塔楼的塔尖吞噬，
很快，塔尖如被拦腰折断一般倒下，围观人群发出惊呼。此时，
空气中持续弥漫着刺鼻气味，带着火星的灰烬飘在空中……

巴黎圣母院周边停着几十辆消防车及警车，消防员使用
多组云梯将水管接至空中，持续向着火点喷水，直升机和无
人机在空中盘旋巡查火情。

进入夜晚，火势渐渐减弱，但仍可看到主楼一侧窗口内

伴随着浓烟的明火。随后，有工作人员进入建筑内，手持照
明设备进行探查，冒着烟的窗口不时有灯光透出。

往日此时，当夜晚来临，灯光映照在这座恢宏的建筑
上，正是巴黎圣母院最美的样子。今日此刻，这座巴黎古老
的建筑却在忍受着大火的煎熬。

圣母院周边道路全部被封闭，上千名巴黎市民聚集在警戒
线周围。人们围在一起，轻唱着祈祷歌曲，有人眼含泪水，有
人低声啜泣。巴黎市民迪布吕勒说：“我从小就住在圣母院附
近，它伴随着我成长，此刻我感到很心痛，就像一个老朋友正
在离开我。”

15 日晚，共有约 500 名消防员在现场救火。至深夜零时
许，明火基本被扑灭，仍有数百名民众聚集在现场唱歌祈祷。

(参与记者：应强、徐咏春、唐霁、陈晨)

心痛！美丽的巴黎圣母院被熊熊大火吞
噬。作为崇尚文化、热爱艺术的民族，中国人民
表达着对人类艺术瑰宝之殇的无限痛惜。

通过文学艺术、邮件照片、通信家书，巴黎
圣母院早已走进无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影响
一代又一代人。1923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了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的中译本《活冤孽》。

几年后《孽海花》作者曾朴又推出译作《钟楼怪
人》。1949 年前后，陈敬容译本《巴黎圣母院》
出版，这个名字被沿用下来。文学史就是一部
心灵史。爱憎分明的中国人，喜爱这部作品。

爱文化、爱艺术，追求正义、崇尚善良，是
人类共通的情感。1956 年第一部同名电影问
世以后，巴黎圣母院通过银幕，更加具体真实
地矗立在我们面前。这座美丽的哥特式建筑，
成为吉卜赛女郎艾丝美拉达美的象征、敲钟
人卡西莫多善的象征。

中国人，对人类艺术明珠巴黎圣母院充
满历史感情。中国人记得，在自己祖国饱受侵
略凌辱，圆明园陷入熊熊大火之时，《巴黎圣
母院》的作者雨果拍案而起，于 1861 年 11 月
25 日撰文，以出离愤怒的语言，强烈谴责帝
国主义强盗的残酷暴虐，为中国民众、中国文
化也是世界文明打抱不平。

100 年前，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有志青年，
住在昏暗潮湿、拥挤不堪的地下室，却没有忘记
去参观巴黎圣母院。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成为第
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巴黎圣母院形
象离中国人更近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
济发展，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国，
目前自费赴法旅游的中国人每年高达 200 多万
人次——— 巴黎圣母院蕴含了中国人的文化情结，这也是面对不
幸我们为之心痛的原因。

美之凋萎，情何以堪。今天，我们的思绪穿越时空，同维克
多·雨果在一起，叹惋一座历史建筑的损毁，更期待烈焰之后
的美好重生。 (记者王立彬)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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