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没想到，这次来新疆乌鲁木齐参加第

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公司收获到了

一个意外之喜。”6 月 26 日，来自赣江新区的

江西像航科技公司销售总监黄堂龙说，企业

产品获得中亚和西亚国家的关注，其中亚美

尼亚展方还主动到江西综合展区与公司洽谈

合作。

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6 月 26 日至 30
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吸引了 50 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国内 1900 余家企业和机构

参展。

如今，共建“一带一路”，让中国—亚欧博

览会成为一座合作发展的桥梁，大大提升了

亚欧大陆发展活力，为江西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创造了新机遇。

“朋友圈”持续扩大

中亚国家的特色美食、矿产珠宝，白俄罗

斯的奶制品，塞尔维亚的咖啡，马来西亚的文

旅展示，越南的美食和饮品，亚美尼亚、格鲁

吉亚的葡萄酒，乌拉圭的畜产品，孟加拉国的

手提包，加纳和马里的工艺品……走进展馆

内，展品丰富多彩，活动精彩纷呈，令人眼花

缭乱。

新疆是个好地方，地处祖国西北、欧亚大

陆腹地，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也是古

丝绸之路上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东西方

文明在新疆这片土地上交流互鉴。

本届博览会不仅吸引了中亚、西亚、东欧

和南欧等传统商贸往来密切的国家前来参

展，还吸引了东南亚、南亚、南美和非洲等国

家参展。国内外客商参展积极，甚至出现了

“一位难求”的情况。

一名来自非洲加纳的小伙子 Frank 一边

展示手中的产品，一边用英文对记者说：“目

前 ，加 纳 国 内 70%至 80%的 产 品 来 自 中 国 。

我这次来新疆参展，就是要把加纳的产品带

到博览会，带到中国。”

自 2011 年以来，中国—亚欧博览会已成

功举办了七届，是中国与亚欧国家开展多领

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共建“一带一路”，

正让新疆“朋友圈”持续扩大。

江西“新”优势

“参加本次博览会，我们主要是想开拓中

亚各国市场，扩大景德镇的瓷器在中亚的影

响力。”来自景德镇的堂钟正窑主理人、陶瓷

艺术家钟剑说，他这次参展的产品主要有古

法柴窑烧制的青花瓷、称为“郎红”的釉色新

品、柴窑窑变釉陶瓷作品等。

去 年 9 月 ，丝 绸 之 路 旅 游 城 市 联 盟 在

江 西 景 德 镇 正 式 成 立 ，包 括 中 国 在 内 的 亚

洲 、非 洲 、欧 洲 、美 洲 共 26 个 国 家 的 58 个

城 市 成 为 联 盟 成 员 ，为 景 德 镇 带 来 开 放 新

机遇。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让 内 陆 省 份 江 西 迎

来了全新的开放机遇，形成了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截至今年 5
月 ，江 西 中 欧（亚）班 列 通 达 14 个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国 家 26 个 城 市 ，累 计 开 行 班 列 近

2000 列 。 江 西 已 建 成 南 昌 国 际 陆 港 、赣 州

国 际 陆 港 等 一 批 内 陆“ 出 海 口 ”。 全 省 铁 、

公、水、空出海出省出境立体开放大通道基

本形成。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开放交流的盛会，

为江西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开放窗口。”江西

像航科技公司销售总监黄堂龙说，公司无介

质全息成像产品，在马来西亚销售不错；这次

博览会马来西亚文旅部门前来推介，双方又

一次深化了交流合作。

夏 布 绣《井 冈 朝 晖》《福 满 海 棠》《并 蒂

莲》，电子信息产品香薰灯、露营灯，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随着中欧班列过境新疆，以

及始发量屡创新高，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

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越来越多的具有江

西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及产品正加速走进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

“交汇”促发展

“国内外客商交流合作的愿望强烈。”

“这次博览会，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特色

农产品。”

“博览会为我们企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展示交流平台。”

…………

“这是江西展区、江西产品，不错呀！”在

江西综合展区，记者遇到了两名来自新疆巴

州江西商会的客商。看到江西展区通过图文

并茂、视频播放和实物展示等方式，重点推介

了电子信息、新能源、食品（含茶叶、酒）、陶

瓷、纺织服装等特色产业的产品，两名客商兴

奋地说，他们正在运营中国国际商会巴州商

会外贸平台，希望能利用乡缘地缘，建立起新

疆巴州与江西企业的沟通桥梁，推动江西产

品走进中亚国家，促进巴州外贸增长。

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会标名为“交汇”，

一根飞舞的丝绸彩带凌空飞舞，中国的“中国

结”与西方的“蝴蝶结”交融一体，寓意了亚欧

合作与和谐的精神。

省商务厅综合处相关负责人说，借助新疆独

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环境优势，中国—亚欧

博览会正不断提高亚欧合作水平与活力。江西

将借助这一平台，通过优势互补、合作交流，充分

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目标，进一步扩大内陆省

份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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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至 27 日，吉安市一所高校护理

专业的黄同学、进贤县一家企业职工颜女士、

上饶市一家企业职工张先生、九江市一家企

业职工张先生分别在南昌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为 4 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生命

火种”。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已实现非

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 346 例，且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人数呈现不断增长态势。省人民

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金成豪说：“2022 年 8
月，来我院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只有 1 人，去

年增加到 20 多人。”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血液科主任医师李菲告诉记者，该院血液科

自 2020 年 11 月起进行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

胞采集工作，前来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数也

在逐年增加。

捐 献“ 生 命 火 种 ”的 人 为 何 越 来 越 多 ？

省红十字会人道救助服务中心主任田丽春

告诉记者，各级红十字会主要从完善表彰奖

励办法、强化捐献慰问、普及科学常识 3 个

方面开拓创新，调动了社会各界人士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积极性。今年 1 月以来，全省非

血 缘 关 系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人 数 同 比 增 长

43%。

近年来，省红十字会积极争取各级党委、

政府和相关部门支持，推荐非血缘关系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参与评先评优，目前全省已有

42 人先后荣获“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省级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11个设区市将非血

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纳入见义勇为表彰

奖励范围。这些措施的出台，增强了捐献者

自豪感，提升了他们的积极性。

另外，在每年的世界红十字日、世界献血

者日、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各级红十字都会积

极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的宣传活动。加

上多年来开展的“爱心相髓+生命教育”进社

区、进校园、进机关活动，增强了更多爱心人

士捐献意识，加入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队伍中来。

据统计，我省自 2003 年 8 月启动非血缘

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已有 8.16 万

余人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每

一例成功捐献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都是一场大爱无疆的生命接力。

奉献爱心 点燃“生命火种”
本报全媒体记者 黄锦军

◀6 月 21 日，游客在万年县石镇镇射田村委会

袁家嘴村小组荷花种植基地拍照。近日，该基地荷

花进入盛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赏荷。

特约通讯员 徐声高摄

▲6 月 22 日，南昌市象湖湿地公园的荷花竞相绽放，游

客在荷塘中的栈道上漫步拍照，近距离感受“映日荷花别

样红”。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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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原苏区

所 在 地 和 长 征 沿 线

17 所 高 校 的 代 表 齐

聚赣南师范大学，共

同 启 动“ 新 长 征·再

出 发 ”红 色 走 读 活

动 。 活 动 展 示 了 赣

南 师 范 大 学 红 色 资

源数字化赋能“大思

政 课 ”建 设 成 果 ，也

标志着“我为红色展

馆画地图”数字思政

创 新 行 动 正 式 拉 开

帷幕。

赣 南 师 范 大 学

地处原中央苏区，办

学 60 余年来形成了

特 色 鲜 明 的 红 色 文

化 育 人 品 牌 。 2021
年 ，学 校 着 手 打 造

“ 苏 区 红 ”数 字 资 源

库，推动“大思政课”

建 设 与 数 字 技 术 深

度融合。“建好‘大思

政课’要善用数字技

术，需要以大平台汇

集大资源，以大资源

支 撑 大 思 政 。”学 校

党 委 副 书 记 刘 民 介

绍说，“苏区红”数字

资源库激活了“大思

政 课 ”新 生 态 ，成 为

推 动 红 色 基 因 传 承

的新阵地。

构建数字
化思政“大课堂”

“ 同 志 们 ，我 们

革命我们斗争，我们

流 血 我 们 牺 牲 不 就

是因为孩子吗……”

近日，赣南师大学生团队把“红色走读”的收

获拍成了一段《长征路上的三十位女兵》视频

短片，上传至“苏区红”数字资源库后，很快获

得了可观的播放量。来自各方的收看和点

赞，让团队成员大受鼓舞。

既是红色文化资源集成大厅，也是在线

学习平台。学生登录“苏区红”数字资源库，

不但可以获得 AI 课程推荐和自己的成长画

像，系统还支持实地开展的红色实践活动与

思政课实践教学学分互认，贯通思政小课堂

和实践大课堂。

“校内外思政育人元素通过‘苏区红’数

字资源库显示出来、传播出去，融入校园生

活的方方面面，激发了学生爱上思政课、创

作思政内容的热情。”学校学工处副处长张

小青说。

当数字技术遇上大思政，利用云计算、人

工智能、算法算力、大数据等技术，教与学的

关系变得更灵动，“抬头率”和“点头率”自然

高了起来。

打造数字化红色资源平台

近日，学校“红色记忆”专项调研队实地

走访古田会议纪念馆、中央苏区（闽西）历史

博物馆等地后，将收集到红色人物、红色故

事、红色标语、红色歌曲等万余条红色资源

上传至“苏区红”数字资源库，进一步充实了

资源库的内容。

据了解，截至目前，“苏区红”数字资源库

拥有各类图文资源 6 万余个，活跃用户 2 万余

人 ，点 击 量 突 破 1200 万 次 。 已 建 成 红 色 课

堂、红色记忆、红色艺术、红色走读、红色研究

五大类资源，集合了资源存储、在线学习、知

识图谱、智能问答等功能。一方面通过移动

端推动大学生将学习红色文化变为指尖上的

习惯，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图谱为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提供丰富资源。

当数字化技术“撞”上思政课，思政课的

“触角”更宽广了，思政课的“根系”更下沉了。

值得一提的是，“苏区红”数字资源库全

部由该校“鸿源”数字思政创新研究中心的师

生们自主研发。资源库开发的过程本身就是

一次多学科交叉育人的生动实践。2023 年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布第二批“高校数字思政

精品项目”立项结果，该校申报的“苏区红”数

字资源库获批重点项目。

为红色展馆画数字地图

“身处历史事件发生地，听完红色故事，

再拿出手机点开红色展馆资源图谱了解更

多延伸内容，我对这段红色历史的感悟更立

体了。”5 月 11 日，学校瑞金班的同学们来到

二苏大旧址，利用“苏区红”数字资源库中的

数字地图，配合现场参观，红色历史更加入

脑入心。

依托“苏区红”数字资源库，学校积极实

施“我为红色展馆画数字地图”行动：为原中

央苏区各红色展馆绘制数字地图，集 VR、数

字三维实景参观等内容于一体，红色展馆里

的视频、图像和文本信息等均转化为资源库

的内容，链接红色展馆，创建“云游”场域和

“云端”课堂。

“学校打造的‘我为红色展馆画数字地

图’行动，能让我们线上线下，随时随地接受

红色精神教育，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生动有意

义的思政课。”受访的学生纷纷表示。

亚欧新活力 江西新机遇
——来自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观察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冬明

荷花迎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