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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在2025攀岩世界杯伯尔尼站男子攀石比赛中，中国选手潘愚非夺得
冠军，成为第一个获得该项目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中国选手。

图为潘愚非（左）在决赛后为观众签名。
新华社发（刘升 摄）

闻新国 际

近日，第四十届首尔国际旅游展在
韩国首尔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以“你
好！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旅游主题展区
在展会上受到关注，吸引很多当地民众
前来体验咨询。自去年11月中国对韩
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以来，“中国
游”在韩国持续升温。从年轻人热衷的

“周五下班去中国”周末游，到韩国社交
媒体上的大量“赴华旅游攻略”等帖子，
赴华旅游热潮涌动，更多韩国民众进一
步走近中国、了解中国。

搭建中韩旅游合作平台
根据主办方公布的数据，本届首

尔国际旅游展的展览面积为10348平
方米，设置展位约500个，共吸引来自
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50家旅游机构
和企业参展。

走进中国展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的布展风格让人眼前一亮。中国文化
和旅游部组织来自湖北、山东、浙江等7
个省份的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
业代表参展。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
相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中国展区
总面积为225平方米，分为舞台区、展示
区、洽谈区、互动体验区等多个功能区
域，旨在多视角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及新时代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中国展区精心安排了茶艺展示、
古琴演奏、传统杂技等特色活动，面
塑、刺绣、民歌等非遗展示吸引了很多
观众前来体验。不少观众与可爱的

“熊猫人”合影互动，气氛热烈。“现在
去中国旅游非常方便，不需要办签
证。5 月底我刚去过青岛，非常喜欢
那里的景色和特色小吃。”韩国某企业
职员李有镇在中国展区一边翻看宣传
册，一边告诉本报记者，中国展区的布
置很有特色，宣传册内容和现场讲解
十分详细，“听说上海和厦门等城市也
很漂亮，以后我还要去更多中国城市
看一看。”

展会期间，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
还携手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南方
航空、中国银行、中国银联等驻韩中资
企业设立展台，向当地民众介绍中国入
境便利化政策，推广通航资讯。例如，
中国银行此次重点推介该行推出的人
民币和韩元双币卡，为韩国游客在中国
的消费支付提供便利。此外，现场还举
办了2025“知音湖北”韩国首尔文旅推
介会暨文旅企业对接洽谈会、“孔子家
乡 好客山东”韩国·中国山东入境旅
游交流洽谈会等专题活动，为中韩旅游
业界深化交流合作搭建了平台。

赴华旅游人数快速增长
自去年11月中国对韩国公民实施

免签入境政策以来，“周五下班去中
国”迅速登上韩国社交媒体热搜榜。
据韩国SBS电视台报道，不少年轻人选
择周五下班后，利用周末双休日赴中
国旅行，在周日或周一返回韩国。从
韩国飞往中国，最短航程仅需一个多
小时，加之免去办理签证的时间和费
用，韩国民众赴华旅游需求持续释放。

相关统计显示，上海、北京、青岛
等城市成为最受韩国年轻人喜爱的旅
游目的地。据韩国《亚洲日报》报道，
中国免签政策实施以来，上海正迅速
成为韩国游客赴华首选目的地之一。
从仁川国际机场出发，飞往上海仅需
约两小时，且中韩时差仅为一小时，使
得上海成为无需请假、周末即可轻松

往返的“短途游”优选。东方明珠电视
塔、外滩、豫园、迪士尼乐园等景点吸
引了大量韩国游客。

“如何拍出一张以东方明珠电视
塔为背景的完美照片”“到上海旅游必
去的餐厅”“你不知道的5个上海私藏
打卡点”等分享帖在韩国网络平台获
得不少关注。世雅是一名拥有近 10
万粉丝的韩国旅游博主，她今年 1 月
发布的到上海旅游的视频已获得近
25 万的点击量。她在视频里分享了
上海的旅游景点和特色小吃，以及自
己在上海的旅游经历。世雅对本报记
者表示，她非常喜欢上海，上海很时
尚。“韩国年轻人很喜欢拍照、拍视频，
并愿意将这些美好的经历在网络上分
享，到上海旅游拍片非常契合韩国年
轻人的审美需求。”世雅表示，她还去
过青岛、哈尔滨等中国城市，每个城市
都给她留下美好的回忆，她下次还想
去成都看一看，尝一尝当地的美食，近
距离观赏大熊猫。

韩国法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 1 至 4 月，赴华韩国公民达
91.2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48.5%。
韩国旅游业界普遍认为，随着暑期临
近，预计下半年韩国赴华旅客数量将
继续攀升。

加大“自由行”和特色文旅宣传
20 多岁的郑佳珍是韩国某公司

职员，去年她首次到中国旅游。在上
海和青岛旅行后，她对中国有了全新
的认知。“青岛发展之好令人惊喜，街
道整洁干净，璀璨夜景魅力非凡。”郑
佳珍说，她计划今年前往西安，探寻当
地名胜古迹，品尝特色美食。

据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在2024年
12月对2000名近两年内有海外旅游经历
的成年韩国人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自
由行”以69.8%的占比成为韩国游客海外
旅行的首选，远超“跟团游”（17.8%）与“半
自由行”（12.2%）。调查还显示，在从未去
过中国的受访者中，有35.6%的人计划在
未来3年（2025—2027年）前往中国，上
海、北京、张家界、青岛等城市成为他们心
驰神往的旅游目的地。

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中国免签政策实施，韩国
游客赴华“自由行”热度显著攀升。韩
国年轻人热衷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旅游
经历，优质的旅游体验经他们传播扩
散，将形成促进赴华旅游的良性循
环。该负责人同时建议，中国各地应
充分利用官方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等
渠道，及时更新针对韩国游客的旅游
产品，加大对“自由行”的推广力度。
目前，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正携手
韩国旅行社，邀请旅行商实地考察，大
力推广四川、甘肃、福建等多地特色文
旅产品。

韩国旅行作家高承希曾任职于旅
行社，足迹遍布多个国家，她对中国情
有独钟，并出版书籍推介中国旅游。
她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国土面积广
大，文化丰富多元，各地风土人情多姿
多彩。“作为邻国，我们彼此有必要加
深了解，而旅游是最好和最直接的方
法。我希望能够通过介绍中国的旅游
资源，分享自己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带
动更多韩国民众去中国旅游，近距离
了解中国。”高承希说。

（人民日报首尔6月12日电）

“你好！中国”主题展区亮相首尔国际旅游展

“中国游”在韩国持续升温
莽九晨

世界杯伯尔尼站：潘愚非夺得攀石冠军

中非经贸合作近年来不断取得新
进 展 。 2024 年 ，中 非 贸 易 额 突 破
2955.6亿美元，增长4.8%，刷新历史纪
录，中国连续16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
易伙伴国地位。当前，在“十大伙伴行
动”引领下，中非企业正在加强全产业
链深度合作，推动中非合作转型升级，
为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增添动力。

打造自主生产新引擎
6 月的科特迪瓦，满载可可豆的

卡车在经济首都阿比让西北部PK24
工业园排成长龙。银灰色厂房内，中
国工程师正与科特迪瓦工人共同调试
传送设备，空气里弥漫着烘焙可可的
醇香。

这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科特迪瓦
首个国有现代化可可加工厂占地315
亩，具备5万吨年加工能力和14万吨
仓储能力，投产后将成为当地可可产
业培训基地，标志着“可可王国”产业
升级迈出关键一步。

“我们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加工
可可了！”种植户埃蒂安·夸库·卡米耶
感慨道，“以前可可未经加工就运往国
外，现在中国企业帮我们改变了这种
状况。”

“中国的农业发展经验是非洲国
家的重要参考。中企不仅建设工厂，
更带来产业链升级的解决方案。”科特
迪瓦国务部长兼农业部长阿朱马尼这
样评价中科农业合作。

在卢旺达东方省尼亚加塔雷地
区，炽热的阳光洒满加绍拉农产品公
司的辣椒田，这里的辣椒曾亮相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首届中非经贸
博览会。

公司总经理迪厄多内·图瓦希尔
瓦说，为满足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该
公司 2024 年与湖南湘农国际公司签
署协议，扩大产能，计划建设冷库、烘
干设施及扩大种植。

近年来，中非不断深化产业链合
作，形成贸易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
环。目前，中国与15个非洲国家建立了
产能合作机制，中企在非洲国家参与规
划、建设、运营的各类产业园区超过50
个，吸引世界各国企业赴非洲投资。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西表示：“中国
不仅是非洲重要的贸易伙伴，更是其产
能合作与技术升级的关键支持者。”

培育本土技术生力军
产业链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

队伍。中非产业链合作在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的同时，也高度重视人才培养，
通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为非洲打
造具备独立生产加工能力的产业生力
军。

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南
郊的五座现代化工厂里，来自中国内
蒙古的优质羊绒纱线经过 3000 多名
当地工人20多道工序的精心制作，变
成一件件品质优良的羊绒制品走向全
球市场。这是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
司在马达加斯加工厂的日常工作。

1997年建厂初期，这家中国企业
从零开始对新员工进行技术培训，提
升他们的纺织技能、职业素养。公司

总经理夏永海介绍：“建厂以来，企业
已累计培养 2 万多名纺织专业人才，
涵盖多个工种。这些人才遍布当地纺
织企业，在许多同类型企业的关键技
术和管理岗位任职。”

今年50岁的里武海里马尼特拉·
尼艾纳·拉多已在鹿王工作近 20 年。
他说：“加入公司后，从学员到操作员，
再到领班，这段经历让我收获很多。
最让我自豪的是能将先进技术引入马
达加斯加。”

近年来，中企进入非洲的步伐不
断加快，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
增加，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出海提速。
以鲁班工坊为代表的中国职教品牌已
扎根非洲多国，逐渐探索形成一套市
场导向、产教融合的模式。

肯尼亚国际关系学者卡文斯·阿
德希尔说，中企在非洲的投资和深耕，
不仅带来了就业机会，更通过系统化
培训全方位提升当地劳动力的技术水
平，为非洲可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
础。

助力非洲产品走向世界
在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基

础上，中非产业链合作通过各类平台
和机制，为非洲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
空间，助力非洲产品走向世界。

在肯尼亚，中国企业家创立的乞
力商城网站已发展为东非头部电商平
台。内罗毕商户马查里亚通过该平台
销售中企在当地生产的电视机，年销
售额达 9600 万肯尼亚先令（约合 532
万元人民币）。

内罗毕威创电视机生产线一派繁
忙，马查里亚销售的电视机大部分来
自这这里。威创执行董事胡朝阳说：

“我们的产品有40%左右的零部件在
本地生产，未来还将根据市场需求进
一步提升本地化率。”

乞力商城网站副总裁吴米香介
绍：“得益于越来越多的中企在非投资
生产，本地商家能拿到更多质优价好
的产品，消费者也得到了实惠。”

除了本土化电商平台，希音、
Temu等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也积极拓
展非洲市场，帮助更多非洲企业对接
中国技术和产品资源，共享全球数字
经济红利。

中国在不断扩大对非开放。自去
年12月1日起，中国给予包括33个非
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
发达国家 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
遇。此外，中方还利用中非经贸博览
会、进博会、广交会等平台帮助非洲企
业进入中国市场，对接世界资源。

在今年4月的中非经贸博览会推
介会肯尼亚专场上，牛油果出口商牛
顿·恩古雷表示：“中国市场对肯尼亚
产品需求旺盛，我们正在整合肯尼亚
全国牛油果货源。现在正是我们进军
中国市场的良机。”

从基建到人才，从生产到销售，中
非产业链合作正迈向更深层次。中国
通过务实行动，帮助非洲提升自主发
展能力，实现从“资源输出”到“价值共
创”的跨越。

（新华社内罗毕6月15日电）

中非产业链合作共筑发展之路
新华社记者 李卓群 许嘉桐 徐瑞青

这是6月11日在浙江省金华市武
义县柳城畲族镇十里荷花景区拍摄的
荷花。

新华社发（时宽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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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记者
杨进欣）汇聚全球青年，共创美好未
来。中国亚太新时代青年国际合作委
员会挂牌揭牌仪式6月15日在北京举
行，标志着新的青年国际合作机构正
式启航。

据中国新青委主席彭羿介绍，中
国新青委将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对接和融入“一带一路”倡
议，汇集全球青年力量，探索建立新

时代国际青年交流交往合作新机制，
奋力开创新时代青年国际合作事业
新局面。

彭羿在挂牌揭牌仪式上表示，中
国新青委今后将致力搭建全球青年文
明对话桥梁，通过搭建“一带一路”青
年文明对话大讲堂、国际青年领袖文
明对话大讲座等新的载体，引导各国
青年参与到新的主题与形式的文明互
鉴交流活动中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青春智慧。致力激活全球青
年共同创业梦想，通过共同培育新型
实体企业、打造新的商业合作模式、举
办全球新时代青年领袖经济合作论
坛、推动创建“国际青年创业园区”、组
建国际青年合作创业基金等举措，联
合世界各国青年在开展创新创业的共
同实践中提供青春方案。致力创新全
球青年人才培养模式，科学制定方案，
明确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和

培养效果评估，通过加强与教育部、外
交部、共青团中央以及国际国内相关
知名高校的合作，推动创建“国际青年
人才港”等，加快培养国际青年优秀人
才。

来自部分国家驻华使节、留学生
代表、青年代表及各界嘉宾共 200 多
人参加了挂牌揭牌仪式。世界青年文
明对话会和中华文明百城荟首批城市
发布也随后启动。

中国亚太新时代青年国际合作委员会挂牌

一只名为LABUBU、有着标志性
“龅牙”和狡黠笑容的毛绒玩具，正以
意想不到的方式释放巨大能量，拨动
着全球年轻消费者心弦。

从社交平台上的“开箱狂欢”，
到海外门店前彻夜排队，再到拍卖
会 上 成 交 价 高 达 108 万 元 的 初 代
LABUBU……这个由中国企业泡泡
玛特打造的小怪兽玩偶，不仅在世
界范围内成为年轻人情绪表达和文
化认同的出口，也让“中国创造”成
为“顶流”。

初看有点“怪”，再看有点“可爱”
的 LABUBU，打破传统审美“套路”，
既保留了毛绒玩具萌的一面，又赋予
其搞怪、叛逆的性格。“亦正亦邪”的气
质精确瞄准了年轻人“做自己”的渴
望。正如一位网友的评价：每当看到
LABUBU 的坏笑，都感觉它在说，别
管别人怎么看，做自己最重要。

LABUBU 的“破圈密码”并不复
杂：不仅通过盲盒带来随机惊喜，还在
全球进行了很多好玩的文化联动，更
得到了不少明星名人的喜爱认可。随
着不断破圈传播，年轻人讨论转发、收
集购买，LABUBU 变成了一种社交

“硬通货”。
LABUBU所在的中国潮玩产业，

产业规模从2015年的63亿元飙升至
2023年的600亿元，增长近10倍，2026
年 有 望 突 破 1100 亿 元 大 关 。 在
LABUBU等产品的撬动下，一季度泡
泡玛特业绩同比增长超160%，海外市
场增速更是超470%。业绩的爆发，也
带动了泡泡玛特等“新消费”企业股价
不断走高。

这背后，是“Z 世代”关于消费价
值判断的深刻变化。年轻群体消费，
早已不满足于产品单纯的功能属性，
而是更在意情绪价值、体验价值和社

交属性。
连接设计创意、精密制造、文化传

播与消费体验，这条全新的产业链条，
不仅在国内，也在海外展现出巨大的
经济动能。

看国内，中国已经在2023年成为
全球第四大IP零售市场，全年IP零售
额接近 1000 亿元。从人均 IP 消费来
看，中国远低于市场总量排在前10的
其他国家。这也意味着，中国潮玩、中
国IP市场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政策暖风频吹，正在为国货“潮
品”、“IP 消费”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今年 3 月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
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开拓国货‘潮
品’国内外增量市场”“支持推广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商务部明确，促进

“IP+消费”，畅通IP 授权、商品开发、
营销推广全链条。

看海外，从最早掀起出海浪潮的

3C数码到这几年火起来的新能源汽
车，从电商平台到电子游戏，越来越多
的中国品牌打出了国际知名度。

这次走到C位的，是中国潮玩品
牌。海外“一 BU 难求”、全球社交媒
体讨论热度居高不下……中国潮玩正
在刷新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文化品牌
的认知。

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
“中国创造”，中国产品和中国品牌在
产业链上持续深耕、一路攀登，一次又
一次证明了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竞争
力。

风靡全球的潮玩创意展现着中国
原创 IP 走向世界的信心与力量。融
入更多中国元素，汲取世界各地的创
意养分，中国文化品牌将赋予全球潮
流文化新的内涵，打造出更多来自中
国的爆款。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LABUBU大火，“中国创造”做对了什么？
新华社记者 刘慧 郭宇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