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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与省丝路办联办黑龙江日报与省丝路办联办
（（第二十八期第二十八期））

丝路前沿

□本报记者 曲静

始建于 1700 年，已经拥有
306年的城市发展史，是西伯利亚
最大的工业城市、交通和商贸枢
纽，也是离贝加尔湖最近的城市，
东西伯利亚第二大城市。位于贝
尔加湖南端。安加拉河与伊尔库
茨克河的交汇处。人口约80万，
属大陆性气候，严寒期长。被称
为“西伯利亚的心脏”、“东方巴
黎”、“西伯利亚的明珠”，市中心
与居民区间以天然白桦林连接
着。伊尔库茨克市海拔467米；一
月份平均气温-20℃，七月份平均
气温17℃，为避暑的好地方。

伊尔库茨克在近350年的历
史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包括西
伯利亚考察基地、流放地和淘金
城。19世纪后期，列娜河发现了
金矿，西伯利亚的淘金热开始了，
人们奔向这里希望成为富人。伊
尔库茨克市是西伯利亚唯一的大
工业城市，机械制作、家具、食品、
建设等产业发达，建有大型炼铝
厂和电缆厂，拥有向世界供应毛
皮的传统产业，其中特别是黑貂
皮举世闻名。19世纪成为俄国同
中国的重要贸易转运点，后因西
伯利亚大铁路的通车及附近煤田
的开采而兴建。现为铁路和国际
航空要站，有飞往各地多条航线，
是通往勒拿河流域的枢纽，且是
开发安加拉地区的基地。如今的

伊尔库茨克已经成为西伯利亚通
向外贝加尔和远东南部地区以及
蒙古和中国的门户。

“没有到过伊尔库茨克就是
没到过西伯利亚”，作为东西伯利
亚重要的文化中心，市内有东西
伯利亚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伊尔库
茨克国立大学。伊尔库茨克国立
大学始建于1918年10月27日。
它的创建标志着西伯利亚和远东
地区高等教育的开始。创建后该
大学很快就成为从叶尼塞河到太
平洋海岸地区的教育、科研和文
化中心。

伊尔库茨克的出名，还因为
其西侧66公里处的贝加尔湖。贝
加尔湖于1996年申报联合国世界
遗产成功。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
深、最大的淡水湖，有“西伯利亚
明眸”之美誉。贝加尔湖又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湖泊，大约形成于
2500万年前。该湖由地层断裂形
成，面积3.15万平方公里，狭长的
湖面自东北向西南，长636千米，
最大宽度79.5公里，中间最深处
有1637米，其水量达2.3万立方
千米。有336条大小河流注入其
中。湖中有岛屿27个，最大的奥
尔洪岛面积达730平方千米。湖
水清澈见底，湖畔山林幽静，阳光
充沛，气候宜人，现已成为著名的
疗养胜地。鱼产丰富，种类繁多，
动物资源也极其丰富，湖中有
1150 多种生物及约 1080 种植
物。乘坐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
车，将驰骋于贝加尔湖边，旅途中
有6个小时的时间供游客欣赏湖
光山色。 摘自《百度百科》

“西伯利亚的明珠”
伊尔库茨克

蒙古乌兰巴托市；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哈
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雅库茨克—赤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
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喀山—莫斯科—圣彼得

堡；乌克兰首都基辅；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捷克首都
布拉格；波兰首都华沙；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斯洛伐
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德国首都柏林、汉堡；荷兰首都
阿姆斯特丹、鹿特丹……

这是省贸促会选取并编制的“龙江丝路带”沿线及
对外辐射国家重要节点城市线路图。

鄂忠齐告诉记者，借助国际大通道，从跨境运输体
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配套服务、能源合作开发、跨境产
业园区、人文科技交流等方面着眼，我们选择了东北亚蒙
古，独联体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中东欧的捷克、
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辐射的周边国家德国、荷兰
等共计10个国家的24个节点城市，作为贸促会主动开展
国际外联工作的重点城市。这些国家节点城市比较契合
龙江丝路带建设需要，城市规模、经济特点同我省有很多
互补合作之处，省贸促会和国际商会将在这些重点城市
探索设立海外办事处。叶卡捷琳堡代表处以叶卡捷琳堡
为中心，已在周边进行广泛友好交往，进一步促进了对外
联络，已同鞑靼斯坦共和国工商会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
同秋明工商会、彼尔姆工商会达成了签约意向。

民心相通，友好使者先行。这是一份2016年，省贸

促会对外联络部的日常工作记录：在文化产业方面为北
大荒版画基地2016中国·北方印记国内外版画巡展—俄
罗斯伊尔库茨克展牵线搭桥；加强与龙江丝路带沿线国
家商协会的联系，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为各项工作提供联
络和渠道保证；与已签约商协会积极进行信息互动，互相
发布项目信息。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工商会、阿穆尔
州工商会及节点城市周边国家的8个组织和机构签订了
友好合作协议，达成签约意向4个；调研斯维尔德洛夫斯
克州对华合作情况，主要包括政府间合作文件、经贸合作
情况、科技与教育合作情况；考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营
商和投资环境,撰写《关于黑龙江省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州会展业与电商业结合发展的调研报告》和《斯维尔德洛
夫斯克州（叶卡捷琳堡市）投资环境与潜力评估报告》前
四期材料……

在“龙江丝路带”的蓝图中，民间经贸大使正行色匆
匆。前不久，省贸促会制订出台了《省贸促会推进“龙江
丝路带”实施意见》，“将借力贸促系统渠道资源，深入研
究我省融入‘龙江丝路带’开放型经济的优势和潜力、
发展路径，找准境内外重点产业布局和结合点，努力融
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鄂忠齐说。

对外联络助企业打开新视野

□袁长焕 本报记者 贾红路

随着春播期临近，牡丹江市
气象局每天都通过手机气象服务
软件给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农业
企业和种植大户滚动发送相关气
象信息，而这些信息将成为他们
今年从事备春耕生产时的决策依
据。眼下，这些境外农企和种植
大户已经根据积温条件预报分析
等完成了优化选种，并抓住气温
回升的有利时机，开展耙雪促融、
清理大棚积雪等工作。

当前，我国在俄远东地区从
事农业生产的企业日益增多，光
是在与牡丹江市接壤的俄远东地
区的 7个园区内就有 80多家来自
中国的农业企业。以往，这些企
业和种植大户在境外没有获取气
象服务信息的渠道，只能通过亲
戚、朋友从气象部门获得当地的
年景预测和气象预报，然而由于
境外种植面积较大，天气服务信
息针对性不强，他们时常遭受气
象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

从去年底开始，省气象局在
牡丹江市试点研发的“牡绥俄园
区天气通”APP 投入试运行，该
APP客户端可为境外企业和农业
种植户提供实时气象预报和服务
信息。从今年开始，“牡绥俄园区
天气通”中的《天气预报》、《农情
气象》、《防灾减灾》等栏目每天都

滚动发布天气资讯、天气旬报、防
灾措施及排涝散墒、选种育苗等
春耕期农技知识，发布俄罗斯波
格拉尼奇内、乌苏里斯克、符拉迪
沃斯托克、纳霍德卡等地的天气
预报信息，以及牡丹江市、东宁
市、绥芬河市的气象预报预警信
息。通过这些信息，种植企业了
解到了今年天气趋势预测，全年
农业生产做到了心中有数，还可
以抓住有利天气实施开展备春耕
作业。

牡丹江市气象局局长陈海军
介绍，眼下，牡丹江气象、农业等
部门已经依托第三方中介企业，
全面收集我国在俄农企和种植大
户的信息，逐步建立气象服务用
户数据库，持续推广“牡绥俄园区
天气通”，不断完善栏目功能。下
一步，省气象局还将组织召开境
外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服务需求
座谈会，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完善
与俄罗斯滨海和哈巴罗夫斯克边
疆区水文、气象部门有关天气预
报、信息发布、灾害预警、为农服
务、旅游气象、科普宣传等 6项合
作机制和标准化气象信息共享网
络平台；深化与俄罗斯气象灾害
联动防御机制建设，联合编制雨
情、汛情、凌汛预报方案；建立黑
河、伊春、佳木斯等与俄接壤多地
联合会商、雨量监测和水情冰情
数据共享等长效机制。

气象预报“国际范儿”
跨境服务远东农企

借助国际大通道，选择10个国家24个节点城市作为贸促会开展国际外联的重点——

商协会：先行在“龙江丝路带”上的商业使者

哈欧班列、陆海联运、“三桥一岛”……主动对接
国家顶层设计，近几年，“龙江丝路带”建设可谓亮点
频现。如果说，这些亮点正在夯实“龙江丝路带”硬
实力的话，那么，作为联系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的桥
梁纽带，商协会活跃其间，则无疑成为一股不可或缺
的力量。

省贸促会会长鄂忠齐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既
需要硬件互联互通，更需要软实力的四通八达，加强
丝路沿线各国贸易投资促进、商事法律服务等的沟
通和交流。而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是理想的“纽
带”，可以拓宽“一带一路”触角，把倡议夯实融入到
经贸、人文合作的基础层面，成为推动各国、各地区
开展宽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合作的重要途径。近几
年，省贸促会和省国际商会发挥“亦官亦民”的优势，
努力打造与“龙江丝路带”发展战略相匹配的贸易投
资促进主渠道，为其注入“软力量”。

经贸摩擦总体形势研判、中俄经贸摩擦应对和法
律风险防范 、“一带一路”环境下国际商事诉讼法律实
务、国际商事仲裁的新发展——中俄商事仲裁之比
较、自贸试验区相关争议解决和法律风险防范……省
贸促会在全省各地举办的专题法律培训可谓内容丰
富。其目的是加强政策解读和商事法律风险防范、提
升我省企业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风险意识。而这，
仅仅是省贸促会以多元化商事法律服务为“龙江丝路
带”营造良好生态圈的一小部分内容。

省贸促会法律事务部部长高国梁告诉记者，商事
法律多元化服务的重点之一是开展多元化纠纷解决
工作，贸促会把国际商务敦促履约、商事调解、仲裁和
诉讼等业务有机地整合成一体。主动与省高级人民

法院推动诉调对接工作，商签《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黑龙江省委员会关于建
立商事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努力把
商事纠纷和矛盾化解在萌芽中，避免企业间矛盾激
化，维护商业秩序和社会稳定。

比如牡丹江某化工公司向省贸促会反映，俄方一
企业拖欠其货款 20万美元，多次索要无果。省贸促会
以协会的名义向俄联邦工商会发出履约函，敦促俄企
业履约，如对方仍不履约，将联合国内外的协会将其
列为不诚信企业。对方企业怕商誉受损，最终无条件
履约。

以法律服务营造良好生态圈，当国外企业寻求帮
助时，省贸促会同样一视同仁。去年，俄罗斯一企业

诉绥芬河两企业未按合同规定时间付款。经了解，由
于彼时卢布波动较大，中企按时付款，会带来较大的
汇率损失，因此，打算拖过一段时间再说。经省贸促
会调解，企业认识到这样做不但影响自己的信誉，也
会给中国企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最后及时履行合
同，“不伤和气”地解决了纠纷。

商事法律服务，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为此，省贸
促会凝聚社会资源搭建法律服务平台。借脑借力为
我所用，成立法律专业委员会。目前，法律专业委员
会由 50 家会员组成，聘请了 41 位国内外高水平专家
学者组成专家委员会，形成我省商事法律服务工作的

“外脑”和“智库”，为我省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商事法律
服务。

法律服务营造良好商贸生态圈

2016年 7月 11日至 14日，已经培育多年的“哈洽
会”，在境外华丽转身，2000余人“走出去”于亚欧交界
处的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共赴盛会……这是中俄博览会
首次走出国门，也是我国境外办展史上展览规模较大、

出境参展人数较多的一次展会，共有来自 95个国家和
地区的7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在“一带一路”对接“欧
亚经济联盟”的大背景下，中俄博览会无疑为中俄乃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建了“互联互通”的高端平台。
在这一堪称“一带一路”品牌展会的平台上，除了

双方政府机构官员外，最活跃的无疑是由各类商协会
带领的中小企业。“中俄两国中小企业展览规模大、展
品科技含量高，成为展会的特色和靓点。”这是中俄博
览会总结中的内容。俄工业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也这
样评价：“本届中俄博览会是推动中俄两国中小企业间
合作的一次盛会。”

而在各类商协会中，最活跃的当属贸促会，负责组
织布展、承办多项展会内容，包括负责及协调展商注册、
参会人员注册、签证邀请函申请、随身携带展品申请、航
班时刻确认、物流、境外展馆……这是对省贸促会及其
所属机构省会展事务局展会服务的一次大考验。

在鄂忠齐看来，由于哈洽会多年的积淀，客户对
“境外哈洽”期望值很高，对主办者是全新考验。这
是一次会展大练兵、提升会展服务功能的机会。省
会展事务局为此设立八个服务小组，采取保姆式服
务方式，在每一个环节细致对接。与省商务厅、哈尔

滨机场、哈尔滨海关、省边防总队、省检验检疫局、省
外事办等建立协调机制。同时还建立招商招展创新
机制、出行保障机制、参展保障机制、信息沟通机制
等等，作为牵头省，探索和积累了机制性境外办展模
式和经验。

鄂忠齐认为，收获境外办展经验的同时，“走出去”
在俄腹地办展，重要在于汇聚更优质的客户资源，并带
动国内企业走出去。为此，省贸促会还在叶卡捷琳堡
设立代表处，成为常驻机构，负责对接、招商招展。

放大品牌展会影响力，促进要素集聚，推动我省与
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省贸促会牵头与俄
罗斯十几个州区工商会、展览业协会和我国相关商协
会成立了中俄区域会展联盟，并作为中方主席单位。
通过中俄区域会展联盟的机制，推动对俄会展教育、会
展培训、会展管理等方面交流和参展、办展等方面的合
作，为对俄合作提供便利化服务和平台。

同时，还筹备组建“龙江丝路带”区域会展联盟。
以中俄区域会展联盟、中国北方会展联盟为依托，推动
成立“龙江丝路带”沿线国家区域会展联盟或中蒙俄会
展业联盟，发挥会展行业的系统资源优势，推动区域会
展业合作与发展，促进地方经济优势互补。

品牌展会搭建“互联互通”高端平台

中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摄影中心提供

频繁的商贸往来，使哈尔滨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城市。

参加中俄博览会的贵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