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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仕兰亚太区总部的展示厅内，最近搭

建起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示装置，

即将全球首发的展品——4.0娟姗鲜牛奶就

此揭开面纱。从第一届到第六届，6年进博

会积累的展示装置就像一层层向上走的阶

梯，也代表着“全勤生”纽仕兰的进博感悟：

共成长，共享未来。

第六届进博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30

天。今年已有约3000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

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其中

约有200家企业是连续6年签约参展的“全

勤生”，既包括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也包括一些高速成长的外资企业。

进博会究竟具有怎样的魅力？这些“忠

粉”从各自角度一一解开“进博密码”。

在“全球首发”中找到关键价值

8月底，首批约1万瓶纽仕兰4.0优质蛋

白娟姗鲜牛奶运抵浦东机场，意味着这一鲜

奶新品走通了“从新西兰牧场直达中国”的

72小时之旅。“我们将把全球首发仪式放在

第六届进博会期间，未来东航每周5次执行

配送。”纽仕兰亚太区CEO盛文灏表示，这

瓶升级版产品被称为“鲜奶中的爱马仕”，它

恰巧呼应了纽仕兰在首届进博会上带来的

鲜奶展品，“站在进博会第二个5年的新起

点，‘进博开放’将是纽仕兰的关键词。”

企业如何选择全球首发的态度，可以照

见进博会高水平开放的底色。盛文灏透露：

“这瓶‘72小时通关’的鲜奶，也见证着贸易

便利化的一路成长。”

选择进博平台全球首发，已是“全勤生”

参展商们在企业发展中的“必选项”之一。因

为“进博速度”而快速发展的多特瑞同样深

有感触，今年多特瑞将在进博会期间全球首

发“莲沐之光”精油，其中的主要成分是原料

产自中国的蓝莲花精油。“中国古代诗人赋

予莲花以超出草木之外的文化寓意和美好

愿望，我们在产品创新的时候，希望挖掘更

多中国特色原料，为全球新品提供灵感。”多

特瑞相关负责人说。进博会的全球首发之

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亮相世界舞台。

丹纳赫集团此次组团将把15个品牌带

到进博会，旗下品牌麦默通就将推出一款名

为“木兰”的真空乳腺活检和微创切除手术

仪器。和传统活检手段不同，该仪器的微创

级别十分了得——将针管刺入果肉果冻进

行取样后，不会在果冻表面留下痕迹，还能

精准取样、切除。在全球首发后，这一展品将

在麦默通上海工厂实现量产，第一时间投放

国内市场。从全球首发到落地生产，“全勤

生”们早已找到了进博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

关键价值。

在“展品变商品”中找到发展引擎

对于进博会“全勤生”们而言，全球首发

是一个起点，而将展品变商品，更深度融入

产业链供应链，甚至实现在地化生产，成为

进博会6天展会之外伴生的发展引擎。

今年是联合利华投资中国100周年，企

业将把百年时光列车“驶入”展台。借助进博

大舞台的溢出效应，自首届进博会以来，联合

利华加速引进十余个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多个

产品实现在地化生产，目前在中国运营的品

牌已迅速增长至40个，成为联合利华北亚区

的发展引擎。记者获悉，今年联合利华将在

往年美妆个护产品品类的基础上，拓展健

康品类品牌，口服营养健发品牌Nutrafol将

首度参展，并快速实现展品变商品。

▼ 下转第二版

已有约    家企业签约参展第六届进博会，其中约   家企业6年不缺席

“全勤生”解密：“四叶草”蕴藏超凡机遇

 丹纳赫集团生命科学研究院应用研发中心。

均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制图：冯晓瑜

 纽仕兰“新西兰72小

时鲜奶”升级版即将于第六届

进博会全球首发。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线下，

餐饮消费一派红火；线上，美食类纪

录片持续高热，甚至有人循着片中

的线索开启了味蕾游。

沸腾的火锅里隐藏着什么动人

故事？翻滚的热汤中激荡着怎样的

精彩人生？由哔哩哔哩（以下简称

B站）出品的美食人文纪录片《生活

如沸2》正在热播，吸引近百万网友

在线追看，前6集的播放量已逼近

3000万。新一季共8集，主创团队

前往全国16个省市，找到24种最具

代表性的火锅，以带有温度的日常

视角洞察人们的生活百态。“我们把

片名定为《生活如沸》，就是希望通

过火锅这个载体，来更多关注我们

生活中那些可能被忽视、可能被生

活裹挟前行时而放弃的沸腾。”纪录

片总导演李芗说。

当下，日常烟火正成为网生代

纪录片的创作重心，《生活如沸》《人

生一串》等以垂直细小的美食为切

口，围绕“烟火气”“市井味”展开叙

事。美食纪录片扎堆，年轻网友为

何青睐“舌尖上”的故事？“美食，从

来不局限于食物本身。”中国传媒大

学教授杨洪涛认为，影视创作在讲

述美食的制作与食用的过程时，将

各地节日文化、风俗习惯等融入其

中，诠释人们对故乡、家国的真挚情

感。“这些美食元素如同多棱镜，折

射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使地域特

色文化得到有力传播。”镜头里的一

餐，串联起观众最关心的职场、家

庭、情感问题，进而构筑起牢固的情

感纽带，唤起价值认同。

方寸市井小小一口
锅，深藏真实又温暖的世
间情味

“你概念中的小是什么样子？

是微小、可爱，还是鸟瞰城市的小而

壮观？”《生活如沸2》开篇，以这两

个问句将观众的视线引至重庆万

州，这是一个将“小”诠释得有滋有

味的城市。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腹

心，是当年移民数量最多、搬迁任务

最重的区县。然而，迁移并没有斩

断当地居民与美食的牵绊——迷你

版银色铜火锅，身材娇小，头盖茶碗

帽，方寸之间云山雾罩，温暖了万州

的夜。

《生活如沸》是国内首档聚焦火

锅的美食纪录片，首季发布于2019年底，B站播放量超过3500

万。最新发布的第二季则在美食与情感部分拓展了更多维度。

主创团队认为，美食从“小”出发，按照气味、口感、食材、滋味划

分，看似最简单的火锅里有中国人对美食的门道与讲究；情感从

“大”出发，有温情的家族之爱，有动人的夫妻爱情，更有振奋人

心的家国大爱。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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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透视都市农业新风口

好生态新业态，
郊野帐篷释放消费活力

乡村旅游成为潮流，今年以来上海
露营订单较去年同期增长   %

 刊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这个中秋国庆黄金
周，乘船游览黄浦江成为热门打卡项，浦江游

览迎来客运高峰。记者昨天从黄浦海事局获

悉，截至前天，黄浦江核心水域浦江游览假期

客运量达到15.18万人次，单日平均开航155

艘次，日均游览船客运量达3.04万人次。其

中，10月2日游览船单日客运量迎来高峰，达

3.57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单日客运量高峰相比

增长215.8%。

为应对游览船水上出行火爆情况，黄浦海

事局及时增派保障力量，确保市民、游客水上

游览安全。“每天晚上是浦江游览客流量高峰

时段，我们紧盯重点水域，强化现场巡航和核

查、加强人员值守，用行动保障市民、游客

水上游览的安全。”黄浦海事局外滩海巡执

法大队副队长廖炳阳介绍。

为保障游览船航行安全，海事部门加强

一线力量投放。游览船高峰时段，安排执法

人员对游览船“跟船随访”，实时评估船员操

纵水平。强化水域巡航和电子巡航协调联

动、信息共享，核查客运船舶分时、分区、分道

落实情况、开展无人机空中巡查，进行船舶安

全提醒。

右图：中秋国庆黄金周，乘船游览黄浦

江成为热门打卡项，海事部门加强一线力

量投放保障航行安全。 （受访者供图）

核心水域假期客运量  .  万人次，单日平均开航   艘次

浦江游览日均客流超三万人次

昨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3年

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蒙吉 · 巴文迪（MoungiBawendi）、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路易斯 ·布鲁斯（LouisBrus）

和美国纳米晶体科技公司科学家阿列克谢 ·

叶基莫夫（AlexeiEkimov），以表彰他们对量

子点的发现与合成所作的贡献。

量子点是一种微小的纳米粒子，颗粒大

小决定了它们的性质。在古老的彩色玻璃

中，这些纳米粒子就展现出独特魅力。此次

获奖的三位科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

90年代不懈努力探索，最终掌握了生产完

美量子点的方法，为纳米技术的发展应用播

下了“彩色的种子”。

如今，量子点正在造福人类——这些纳

米颗粒不仅通过电视屏幕和LED灯为人们

照亮丰富多彩的世界，还以清晰的光线为外

科医生照亮肿瘤组织。科学家相信，未来量

子点有望在柔性电子产品、微型传感器、更

薄的太阳能电池和加密的量子通信，以及红

外探测成像、光催化等领域一显身手。而有

一点是肯定的——对于令人惊奇的量子现

象，还有很多需要了解。

古老彩色玻璃中蕴藏量子秘密

量子点由几千个原子组成，又称“人造

原子”。如果要形象描述它的“小”，可以想

象一个量子点与一个足球的对比，正如一个

足球与地球的对比。当物质的尺寸达到纳

米量级时，就会出现一些奇异的性质，即量

子效应。在这个微观世界中，粒子的大小决

定了它的颜色。

早在千百年前，当人类生产彩色玻璃时

就发现，往玻璃中添加金、银、镉等物质，在

不同温度下会显现出不同的色彩。到了近

代，物理学家发现，添加一种物质就能产生

不同颜色的玻璃，决定颜色的是加热温度和

冷却方式。

作为探索纳米世界的先驱，获得今年诺

贝尔化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为量子点在纳米

领域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末，叶基莫夫刚刚博士毕

业，在瓦维洛夫国家光学研究所工作。在研

究彩色玻璃时，他发现玻璃样品中的纳米颗

粒从约2纳米到30纳米不等，且尺寸越小，颜

色越靠近蓝色，尺寸越大越接近红色。由于熟

悉量子力学，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与尺寸相关的

量子效应，并于1981年发表了相关论文。

1983年，正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的

布鲁斯首次在溶液中发现了自由漂浮的粒

子具备尺寸依赖性的量子效应。这相当于

发现了元素周期表的第三个维度：决定元素

性质的，除了电子层数和外层电子数，在纳

米尺度上的尺寸也很重要。

不过，当时合成的量子点存在很多缺

陷，无法应用推广，巴文迪的工作则彻底改

变了量子点的合成方法。1988年，他在布

鲁斯的实验室开始博士后工作，锲而不舍地

尝试提升量子点的合成质量。后来，他成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负责人，仍在继续

探索。终于，1993年，他用简单的方法合成

出了几乎完美的量子点纳米晶体，并显示出

了独特的量子效应。此后，纳米技术和量子

点性质的研究成为一大热门。

照亮   ，也照亮肿瘤组织

有“理综奖”之称的诺贝尔化学奖，今年成

了“化学家对于物理学家发现的完美诠释”。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究员姬扬表示，

量子点的工作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中都

非常重要。 ▼ 下转第三版

三位科学家因量子点的发现与合成分享    年诺贝尔化学奖

他们为纳米技术的发展应用播下“彩色种子”

10月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公布现场，屏幕上显示奖项得主蒙吉 ·巴文迪（左）、

路易斯 ·布鲁斯（中）和阿列克谢 ·叶基莫夫的照片。 新华社发

引资“磁力”不减 开放脚步不停
——当前中国吸引外资观察

铺筑发展振兴路 谱写友谊新篇章
——“一带一路”铁路线上“授人以渔”的中国实践

 均刊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