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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
五届“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峰会
（ASRIF）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峰
会以“高质量建设空中丝绸之路、高能
级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围绕民
航业复苏、区域开放合作、智慧民航建
设、绿色低碳发展等进行议题设计。

峰会上，“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
联盟（ASRICA)迎来新成员。据悉，7家
国内外知名航空机构和企业加入，分别
为哈萨克斯坦国家航油公司、成都市双
流航空经济区管委会、重庆市渝北区临
空都市开发建设管理办公室、首都机场
集团商务航空管理有限公司、东海旅业
（北京）有限公司、世纪互联数据中心有
限公司、每日经济新闻报社。

据悉，“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联

盟（ASRICA)已成为中国航空经济领域
首家真正具备国际产能合作基因的联
合体，引领国内临空优势产能参与国际
合作，促进形成国内国际产业双循环相
互促进发展的新格局，推动“空中丝绸
之路”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成都市双流区作为国际合作联盟
新成员之一，将充分发挥其在空中丝绸
之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优势。双流区
拥有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航空枢
纽———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以及中国西
部最大的航空货运基地———成都航空
港。此外，双流区还是中国西部最大的
航空产业基地，集聚了航空制造、航空
维修、航空配套、航空服务等多个领域
的龙头企业和项目，形成了完整的航空
产业链。

下一步，双流区将积极参与国际
合作联盟的各项活动，加强与其他成
员的交流和合作，共享资源和经验，共
谋发展和创新。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航

空资源和优势，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和竞争力的临空经济示范区，为推动
“空中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
作出贡献。

完善产业生态圈 推动产业高端要素加速汇聚
四川将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新型显示产业基地

新华社北京 9月 6日电 （记
者 吉宁）9 月 6 日，以“开放引领
发展 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的
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闭幕。本届服贸会共达成成果
1100余项，线下参展企业国际化
率超过 20%。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丁勇在
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服
贸会在成交项目、投资、战略协
议、权威发布、首发创新和联盟平
台等 7 方面共达成 1100 余项成
果，促成了日本荏原集团在京新
设总部、北京建工在“一带一路”
国家建设项目等成果。本届服贸
会线下参展企业国际化率超过
20%，包括 500余家世界 500强、
行业龙头企业，覆盖 28个服务贸
易前 30强国家和地区。

为期 5天的服贸会，举办了
15.5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200多
场论坛洽谈等，线下参展企业
2400余家，线上参展企业 6700余
家。境内外参展企业的新技术、新
应用得以精彩展示：品牌众多的
新能源汽车吸引关注目光；深睡
小屋、健康监测一体机等新型医
疗服务设备令人新奇；智能化设
备让观众虚拟参与足球比赛……
“本届服贸会进一步宣示了

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进
开放合作的不变立场和坚定决
心，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精
彩亮点和突出成就。”商务部服务
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张国
胜说。

连续多年参加服贸会的京东
集团带着零售、物流等近十个业
务板块的产品亮相。“服贸会是全
球服务贸易的重要展示窗口，为
众多行业和企业带来重大机遇。
京东集团通过服贸会与各界密切
交流合作，希望持续增强产品竞
争力，为全球客户提供高品质服
务。”京东集团副总裁高礼强说。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
英国集中展示创意、体育、教育、
科技等领域的品牌产品。“英中两
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拥有很好的互
补性，服贸会深化推进了两国的
合作，我们期待在技术服务领域
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成果。”英国驻
华贸易使节杜涛说。

张国胜表示：“下一步，我们
将推动出台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
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办好
2023年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
升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示范区，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
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等。”

□本报记者冯丹赵蝶

历届最多
活动总数超 30场

2023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致力
于进一步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推

动产业协同创新，加快创新产品应
用，加强产品技术交易，促进新型显
示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集“会展赛+沉浸式体验”
于一体，专业论坛、企业活动、产业
对接、创新大赛、展示交易、新品发

布、体验打卡等活动总数将超过 30
场，为历届最多。

大会聚焦 Mini/Micro -LED、智
慧城市、商用显示、文旅应用、智能硬
件、智能座舱、超高清应用等产业热
点举办主题论坛。围绕上下游对接、
科研成果转化、产业生态合作，举办
新型显示产业对接、智能投影产业
对接、资本赋能技术、前沿技术创新
与科研成果转化、智能终端新品及
方案巡展、VIP 技术专家研讨会、
Micro-LED联盟成立筹备会、数字文
化产业创新发展会等产业链供应链
对接交流活动，以及全球新型显示
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投资沙龙，推动
企业上下游协同、大中小融通发展。

大会设置“金沙考古时空门”沉
浸式数字体验等五大体验活动，举
办灯光秀、万屏秀、文旅秀、会场秀
等“场内+场外”体验打卡活动，打造
“万屏同频”的显示产业城市地标。
在营造热烈浓厚的社会氛围的同
时，吸引市民体验无处不在的“显
示”精彩。

同心协力
川渝牵手扩容显示“朋友圈”

世界级行业盛会的落地是衡量
区域产业竞争力与显示度的重要因
素，也是推动产业高端要素加速汇
聚、完善产业生态圈的重要手段。

今年，四川提出实施六大优势
产业提质倍增行动，明确集中 5年时
间，推动包括电子信息在内的六大优
势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其中，显示产业被作为支撑
电子信息产业提质倍增的首抓产业。

首抓产业从哪里抓起？聚焦成
渝地区显示产业集群，四川正牵手
重庆扩容显示“朋友圈”。

大会邀请重庆市作为主宾城
市，举行成渝地区新型显示高质量
协同发展主题论坛。

下一步，成渝地区将推动实现
涵盖面板、核心材料及零部件、基础
装备、终端生产等环节的全产业链
协同发展，将目标锁定为打造国内

领先、国际知名的世界级显示产业
集群。

抢抓风口
四川大“显”身手

作为我国新型显示产业重要集
聚区，四川显示面板产值占全国的
24%、出货量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已
成为我国新型显示产业重要集聚区。

柔性屏是四川大“显”身手的重
要推力。早在 6年前，四川就引入全
球第二条、国内第一条 6代全柔性
AMOLED生产线，不仅开启我国柔
性显示的新纪元，更打破国外企业
的垄断。如今，全球近 20%的柔性屏
在川生产，配套企业超过 40家，四
川已建成全国最大的 AMOLED 面
板生产基地。

虽然已在细分领域做到“最
大”，但四川没有停止奔跑。

今年 3月，成都发布全国唯一
一个专门以“新型显示”命名的扶持
政策《成都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新型

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新型显示产业
生态，促进成都新型显示产业高质
量发展。绵阳市组建招商专班、绘制
招商图谱、发放服务绿卡，深入实施
“园区提质”“企业满园”行动，成功
入选“柔性显示五大城市”第三位和
“新型显示增速最快五大城市”第二
位……四川已初步构建起以成都、
绵阳、眉山为基地的成绵眉显示产
业集群布局。

在一连串动作之下，四川已集
聚显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 800
家，初步形成一个由上游原材料、中
游显示屏、下游显示应用组成的完
整产业链。

下一步，四川各地将结合产业
基础、关键短板、要素条件等因素，
分层梳理、精准招引链主企业和各
环节重点目标企业。加快构建贯通
原材料、零部件、面板、智能终端的
新型显示产业生态圈，加速建成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新型显示产
业基地。

9月 7日，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
部主办的 2023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在成都市举行。
大会已经成功举办四届，这是继去年之后，大会第
二次选址成都，成都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新型
显示产业板块中的重要一极。

大会以“显示无处不在 创享未来世界”为主
题，以丰富的活动、创新的展示、密集的交流促进
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球显示产业
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显示产业创新成果展示的
重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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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交流合作 打造临空经济示范区
成都双流跻身“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联盟

□本报记者李祥文 /图

9月 6日上午 9时，在位于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鱼塘街道的渝昆高铁川渝段冯湾特大桥
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 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标志着渝昆高铁川渝段全面进入铺轨阶段。

渝昆高铁川渝段位于重庆市和四川省境内，设计时速 350公里，是全国铁路“八纵八横”主
通道之一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强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地区之间的联系，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特约记者杨尚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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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关怀 不负重托 感恩奋进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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