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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网站11月1日公布的数据，自
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
方面已有超过 8600 人死亡，以色列方面约
1400人死亡。双方死亡人数过万，这已成为20
年来死伤最严重的一轮巴以冲突。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叹息，在主要冲突地区的加沙地
带，民众正面临“雪崩式的灾难”。

加沙没有防火墙。加沙战事如果被放任、延
续，很可能演变为吞噬整个地区的浩劫。避免事
态进一步升级和蔓延，防止更加严重的人道主
义灾难，无疑是亟待取得各方共识的当务之急。

“让人无法忍受的人类悲剧”

在加沙南部汗尤尼斯一个被夷为平地的
街区，人们在废墟中不断挖掘。当 11 岁的西
拉·哈姆丹被人们从破碎的水泥块中抬出，她
的身下还躺着9岁的妹妹蒂拉。人们用花床单
把两个女孩裹起来，送往太平间。

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
言人拉维娜·沙姆达萨尼的说法，加沙地带的
父母会在孩子的手臂上写下他们的名字，以
便寻找他们的下落。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0月7
日自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境内军民目标发起突袭
并扣押大量人员。以军随后对加沙地带展开多轮
空袭，切断水、电、燃料等供应。从27日晚开始，以
军加大空袭力度，同时扩大地面行动规模。

从街道到住宅，从医院到难民营，加沙地
带遭到持续袭击，死亡人数不断攀升。10月17
日晚，加沙城一家医院遭遇空袭，数百人死
亡；10月31日至11月1日不到24小时内，加
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难民营两次遭到空
袭，至少195人死亡……

联合国官员表示，在因空袭而丧生的人
中，近70%是妇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
詹姆斯·埃尔德10月31日援引加沙卫生部门
的报告说，加沙已有超过 3450 名儿童丧生。根据救助儿童会统
计，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在加沙地带丧生的儿童人数已超
过2019年以来全球冲突地区平均每年丧生的儿童人数。联合国
人道主义救援团队说，加沙地带已成为儿童的“坟场”。

“人道主义系统面临全面崩溃”

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说，新一轮冲突使这里“以一
种谁都无法想象的方式”倒退，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缺乏保障。

47岁的奥萨马·赛亚姆因家中燃料耗尽无法开车，开始使用
驴车出行。“冲突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中世纪，我们失去了一切。”
由于封锁导致的燃料短缺，加沙街道上马车、驴车往来穿梭。

“大饼危机”成为加沙当地媒体当下的“热词”。由于物资匮
乏，当地饼店常常排起长龙，人们要等数小时才能买到饼。33岁
的艾哈迈德·纳赛尔是4个孩子的父亲，一家六口过去每天需要4
公斤大饼，如今他们每天只吃一顿饭，每顿大饼量也很有限。

水，更加紧缺。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紧急事务主任布伦南
说，目前加沙每人每天只能获得1到3公升的水，而绝对最低限度
应为每人每天15公升。“人们被迫饮用受污染的水，传染病蔓延
只是时间问题。”世卫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日前呼吁
允许燃料进入加沙，使海水淡化厂能够运转。

整个加沙地区至少有140万人流离失所，三分之一的医院和
三分之二的诊所无法运转，医院已不堪重负。国际关怀组织说，孕
妇被迫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紧急剖腹产。恶劣的医疗环境正在
加剧孕妇、产妇以及新生儿死亡的风险。预估加沙在11月平均每
天会有160名孕妇生产。

联合国多次警告，获准进入加沙地带的援助物资远不能满足
当地民众需求，加沙地带的情况是“灾难中的灾难”。古特雷斯坦
言：“加沙的人道主义系统正面临全面崩溃，这将给200多万平民
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美国难辞其咎

自哈马斯2007年控制加沙地带以来，巴以之间已多次爆发武
装冲突，形成了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恶性循环。在本轮冲突中，双
方都承受着惨重的人员伤亡。根据联合国网站公布的数字，截至11
月1日，本轮冲突已造成以方约1400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在10月7
日哈马斯的袭击中遇难的平民，还有约240人被哈马斯扣押。

停火止战，防止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是绝大多数国家的
共识。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日前高票通过巴以局势决议，呼
吁立即实现持久的人道主义休战，停止敌对行动，要求各方遵守
国际法，保护平民，呼吁撤销加沙地带北部紧急疏散令，反对强行
迁移巴勒斯坦平民。阿联酋常驻联合国代表努赛贝表示，应尊重
多数国家表达的这一意愿。

埃及和加沙之间的拉法口岸11月1日首次开放，接收了加沙
地带的伤病人员；土耳其外长菲丹提出推动巴以之间长期和平的
建议；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日前在首都安曼会见到访的法国总
统马克龙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以实现加沙地带停火
……这些无不反映出绝大多数国家对和平的强烈呼声。

中东局势发展到今天，美国难辞其咎。美国先后否决了几十
项安理会关于中东和巴以问题的决议草案，导致安理会在中东和
巴以问题上难以发挥应有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作用，在推动落
实“两国方案”上难以有效地作为。在此轮冲突爆发后，美国不仅
向中东地区增派军事力量，给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还否决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这些都给国际社会
化解冲突、劝和促谈的努力带来阻碍。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指出，应对每一场危机，都
需要安理会发出一个“强有力且统一的声音”。他发出质问：“是要
继续任凭更多的冲突、不团结或者漠视来完成这张‘战争拼图’，
还是要采取果敢且必要的步骤来‘悬崖勒马’？”

当前，聚焦停火止战、保护平民、避免更大规模人道灾难和冲
突外溢，是最紧迫问题，需要安理会加强团结、凝聚共识，尽快采
取负责任、有意义的行动。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历史将记录每
个人的选择。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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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开
幕，有哪些新亮点值得期待？今年以来，我
国吸引外资规模同比下降，吸收和利用外
资还有哪些工作举措？商务部2日举行例
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经贸热点。

第六届进博会亮点纷呈
展览业呈现全面恢复态势

第六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
在上海全面线下举办。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束珏婷说，目前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有
不少亮点值得期待。

新老朋友如约而至。来自 154 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来宾将齐聚本届进
博会。国家展有 72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集
中展示。企业展吸引来自128个国家和地
区的 3400 多家企业参展。已注册的专业
观众近 41 万名。虹桥论坛参会规模预计
将超过8000人。

展览展示量质齐升。企业展展览面积
创新高，达36.7万平方米，特装展台面积
占比近95%。参展的世界500强、行业龙头
企业以及创新型中小企业，数量均为历届
之最，创新孵化专区展览面积和项目数量
较上届增加一倍。

虹桥论坛内容丰富。本届虹桥论坛在
举办开幕式（主论坛）、“投资中国年”峰会
等重要活动的同时，将围绕“开放发展”

“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四大
板块，举行22场分论坛。

各类活动精彩纷呈。进博会期间将
组织外资企业圆桌会、全球 CEO 巡馆等
活动，开展专业配套、人文交流等逾千场
活动。

“前三季度，我国境内展览市场需求
旺盛，展览规模大幅增长，展览业呈现全
面恢复态势。”束珏婷介绍，商务部统计显
示，今年1至9月，境内专业场馆共举办各
类展会 3248 场，同比增长 1.8 倍，较 2019
年同期增长32.4%。

我国将研究推动合理缩减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

“我们对吸收外资长期向好发展有信
心。”束珏婷说，今年前 9 个月，我国吸收
外资规模同比下降，但仍处于近 10 年同
期较高水平。特别是新设外资企业数较快
增长，印证外商长期在华投资热度不减。

谈及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束珏婷
说，将研究推动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
施，扩大现代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努力
破除影响外资准入的隐性壁垒，保障内外
资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会
同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国务院出台的24
条稳外资政策措施。

此外，还将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试点，率先建设与国际高标准经
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体系。深入推
进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打造稳外贸稳

外资“主阵地”。
“让外资企业不仅进得来，还能留得

住，更要发展好。”束珏婷说，将用好重点
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
度和外资企业问题诉求收集办理系统，深
化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常态化交流，
积极协调解决困难问题。

回应美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引
发美企担忧：美方自我设限损人不
利己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对华投资限
制行政令引发一些美企和行业团体担忧，
束珏婷回应称，美方打着“国家安全”和

“去风险”的幌子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
在投资领域搞“脱钩断链”，严重影响企业
正常经营决策，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扰乱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方此前已表明
了严正立场。正如美国工商界所担忧的，
美方自我设限还会使美国企业在国际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妨碍技术进步，是典
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

束珏婷说，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
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
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希望美方将无意
对华“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的承
诺落到实处，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
则，取消对华投资限制，为中美经贸合作
创造良好环境。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第六届进博会有何新亮点值得期待？吸引外资有何新举措？

商务部回应近期经贸热点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潘洁

(上接1版)
邵商回归，是乡情牵动，也受环境吸

引。为吸引邵商回归，邵阳使出了浑身解
数。在各县（市、区）、乡镇（街道）成立湘商
回归和返乡创业指导服务站，实行重点项
目落地服务机制，为项目提供“包装—推介
—评审—洽谈—签约—落地服务”的全流
程服务。“一个月内就完成了所有土地签批
手续及拍卖流程。”湖南幸福时代新能源有
限公司总经理肖兴立表示，得益于政府“保
姆式”服务，该公司快速建成投产，今年5
月31日开业以来，产能持续爬坡，预计年
产值可达3.5亿元，税收贡献700万元。

邵阳还推进“民营经济31条”落实落
细，开展“万名干部联万企——送政策、解
难题、优服务”行动，选派包括 34 名市级
领导在内的 5341 名干部联企走访，为企
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风正帆悬，邵阳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今年上半年，该市民营经济增加值880.04
亿元，同比增长3.6%，民营经济占GDP比
重达70.4%。

回乡邵商出产的不再是价低质
次产品

从挑着担子走村入户收头发开始，邵
阳的发制品行业发轫于极其原始状态，现
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原材料集散
地之一。

10月31日，位于邵阳经开区的邵阳市
元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200多
名工人正在加紧生产发往欧美的发制品订
单。“这些都是高附加值的高端订单，我们
以前一直为他人做嫁衣裳。”谈及转型，公
司负责人黄小祥感慨万千，之前，邵阳的发
制品行业大部分为传统的代加工和产品粗
加工，主要为日、韩上游商供货。近年来，发
制品行业整体遭受冲击，但全球高端发制
品市场相对稳定。公司痛定思痛，加大科技
投入，从上百款新品中，精选优质产品推往
欧美市场。今年来，元泰的外贸订单销售额
近400万美元，同比增长10%。

邵阳现有注册发制品企业 115 家，
该市打造发制品产业园，推动整体转型
升级，生产的发制品已有 3000 多个品
种，打造了“悦翔”“朵梦娜”等一批国内
外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远销北美、欧
盟、非洲、东南亚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产值达60亿元，占据非洲市场超6成，
占全球市场的15%。

招商引资，集群化发展，邵阳市优势
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形成装备制造等九大
新兴产业链，各县市区（园区）“一主一特”
产业布局基本形成，推动特色产品产业
化、规模化发展，已形成一定比较优势。邵
东打火机、箱包和邵阳发制品获批全国外
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邵阳市农产品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却
因生产方式制约、结构单一，价格上不去，
附加值低。近年来，邵阳市全力打造区域公
共品牌“邵阳红”。邵阳市农科院茶叶研究
所所长、市茶业协会秘书长唐瀚介绍，为推
动邵阳茶产品提档升级，该市重新修订茶
叶产品地方生产标准，加大产品质量抽检
和例行监测力度，组织茶企参加全国各类
茶展茶会，共同推动茶叶产业做大做优做
强。目前，邵阳全市茶叶均价较5年前增长
了4倍多，今年预计实现“邵阳红”品牌茶
叶产值76亿元，年均增长15%左右。

目前，“邵阳红”品牌涵盖了茶饮、粮
油、果蔬、食品、中药材等5大类优质农产
品，104家企业、227个优质农产品进入品
牌目录。隆回金银花、龙牙百合占据全国
半壁江山，邵东廉桥的玉竹销量更是占全
国市场的 80%；新宁崀山脐橙、洞口雪峰
蜜橘、绥宁青钱柳等“一县一特”优秀农产
品走进欧美、中东……“邵阳红”品牌目录
产品年销售额达200亿元。

产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邵阳民营经
济“老树长强枝”。

“邵阳造”开疆拓土拥抱全球市场

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盟科技产
业园内的湖南荣博光电有限公司，海外订

单接踵而至，工人忙着打包装箱一批手机
零部件出口印度。“这次，印度的老客户又
给公司下了个大单。”公司董事长刘喜荣
说。2020年，在东莞从事手机配件生产、出
口的邵商刘喜荣将公司整体迁回邵阳。

邵阳市抢抓省里支持邵阳建设湘商
产业园和成功纳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的机遇，大力发展园区经济，为
企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平台。“研发在粤
港澳、生产在邵阳、市场在海外”，邵商加
强与粤港澳、欧美、东盟、非洲等地的深度
合作，不断扩大国际经贸“朋友圈”，推动

“邵阳造”闯入全球市场。
邵阳东盟科技产业园，便是该市搭桥

联通海外的一个例子。在东盟地区的邵商
逾 10 万人，企业近 2000 家，投资 14 亿美
元。2019年，东盟科技产业园董事长刘纯
鹰牵头筹备成立园区，现已签约落地企业
61家，年产值超10亿元，东盟也成为邵阳
市第一大贸易伙伴。

湖南省天香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是“邵阳红”公共品牌源头企业之一，牵头
建设“邵阳红”出货仓和跨境电商直播基
地，打造从源头工厂到集采集供一站式供
应链综合服务平台。“‘邵阳红’目录企业
的产品全部进驻，均可通过出货仓和跨境
电商集中对外销售。”天香生物董事长黄
名勇介绍，自 2022 年 8 月开仓试运营以
来，销售额已达1500多万元，产品远销欧
美、日韩、东盟等国家和地区。

邵阳市发挥百万邵商优势，积极融入
西部陆海新通道，邵阳海关封关运行，建
成公用型进口保税仓。全力打造专业承载
平台，建设邵阳经开区国际数控机械产业
园、中非产业园，邵东市仙槎桥五金工业
园、廉桥中医药产业园，新邵雀塘循环经
济产业园等邵商特色专业园区，打造特色
产业集聚新高地。

政府搭建平台，邵商大展拳脚。今年
上半年，邵阳市与RCEP国家进出口贸易
额达29.1亿元；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
出口48.2亿元。

邵阳三面环山，整体呈向东北敞口
的筲箕形。筲箕口外，就是未知的广阔世
界。七山二田一水，流淌在邵阳人血脉中
的，是“出去”即是“出路”的豪迈，好男儿
志在四方，所以有了“睁眼看世界”的魏
源，更有了遍布全球达百万之巨的邵商。

邵商谈及创业初衷，往往会提及一
个“穷”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这其
中个人的努力毋庸置疑。但个体的成功，
始终要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考量，当邵
商群体的血性被改革开放的春风激活，

当无数的邵商个体与时代同频共振，星
星点点的邵商创业故事，便成就了今天
风云激荡的邵商传说。

挑着扁担去，敲着锣鼓回。邵商的故
事，好比爬山。从下往上看，步步都是险
阻，但一程一程的困难扛过去了，回眸一
瞥，便处处都是风景。返乡创业，既是回
报桑梓，也是抢抓机遇，有什么地方会比
在家乡创业更舒心、更吃香？

过去 3 年，邵商返邵投资 1500 余亿
元，项目1600余个。在数字的背后，闪烁

着邵商的长远眼光与拼搏精神。邵商樊
中成鼓励儿子樊祺独自返邵创业时说：

“魏源是近代中国呼吁国人‘睁眼看世
界’的第一人，你海外学成归来，不正好

‘师夷长技以制夷’吗？”邵商王共海返邵
创业倾尽所有，攻关“热敏打印片”技术
时一度受阻，被人笑话“只剩短裤”了，他
斩钉截铁地说：“企业家当有气节、责任
和担当！”

最亲不过故乡。仅今年，邵商回归项
目就达 160 余个，投资金额 400 余亿元，
邵阳这个筲箕地形，已成了温暖的港湾。
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更期待百万邵商，
满载而归，创造更加美丽的未来！

（据2023年11月1日《湖南日报》）

大胆闯天下 激情雁归来
邹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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