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说变迁

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 06
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 责编/雷思琦 美编/孙春艳

扫
码
看
专
题

南国都市报3月26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记者罗霞）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

有哪些热门话题？哪些嘉宾最受关注？

作为海报集团一名多年参与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报道的记者，在这些年的采

访报道中明显感觉到，不同时间，这些问

题的答案不一样。

就今年的年会来说，谈热门话题，不

能不提人工智能等方面。今年年会议题

的四大方向之一，便是“发掘动力，加强

人工智能应用与治理，推动创新发展”。

年会在这方面设置了AI应用与治理的平

衡推进、在AI应用中塑造核心竞争力等

议题，展开了针对性讨论。

在这些议题的论坛活动现场，我们

看到，人气都非常高，嘉宾交流非常活

跃，特别是与会中外嘉宾聊起中国在人

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突破时纷纷点赞，

一些外企高管直呼好用。

谈今年受关注的嘉宾，在企业界，小

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

军等人关注度高。博鳌亚洲论坛官网公

布今年年会部分确认嘉宾名单后，雷军

等嘉宾将参会的消息，便被不少人传播。

而在前些年，入围年会的话题有所

不同。比如10多年前的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上，经济转型与楼市调控等话题入

围，相关行业的与会嘉宾也受到关注，

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

的景象。

热点在变，其实体现的是发展之变、

时代之变。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

区合作平台，其初衷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20多年来，不管形势怎么变化，不变

的是，博鳌亚洲论坛一如既往地积极推动

区域合作，倡导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变的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紧跟发展之

变，聚焦亚洲和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创

新发展的前沿趋势，围绕不同领域的热点

问题展开讨论，贡献“博鳌智慧”。比如，

今年年会便聚焦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

供应链稳定、促进人人健康、人工智能应

用与治理、数字能力建设、大变局下企业

的应对之道等热点问题。

发展之变，变在哪里？在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上，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创新

驱动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活力被很多与会

嘉宾提及。

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

诸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展现出光明前

景，包括促进增长、绿色发展、能源转型、

创新发展。这既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支撑

力量，也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

变的是活力，亦是影响力。世界有

理由对亚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亚洲也有

理由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在博鳌亚

洲论坛2025年年会召开前，博鳌亚洲

论坛秘书长张军便表示：“在这样的形

势下，我对今年年会取得积极成果充满

信心。”

具象化，更容易理解发展之变。我

们可以将目光聚焦博鳌亚洲论坛东道地

海南。当前，海南正在积极推进自由贸

易港建设，开放发展活力足，绿色发展、

创新发展等领域亮点可圈可点。

将视角再缩小，在博鳌东屿岛，博

鳌零碳示范区实现零碳运行，达到了

“国际一流、国内领先”水平。绿色电

力、绿色交通、绿色搭建、绿色会务

……海南以全链条碳减排行动力争实现

“零碳办会”目标，向全球展示中国低

碳发展的“博鳌方案”。

为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确定性——

“信心”“发展”，是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传

出的强烈信号。

热门议题折射时代脉动
——“老记”眼里的年会热点之变

时光荏苒。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从小渔村起航，走过了20多个年头，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

际盛会。20多年来，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用笔和镜头，持续奔赴现场做好博鳌亚洲论坛报道，成为

论坛发展和博鳌成长的见证者。抚今追昔，故事说不完，变化道不尽。今起推出“‘报’说变迁”专

栏，精心选取一个个发展切面，以记者的视角，将变迁娓娓道来，带您在今昔对比中，感知发展的脉

搏，感受日渐走向世界舞台的蓬勃海南。敬请关注！

南国都市报3月26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记者张琬茜）3月26日清晨，琼海

市博鳌镇南强村村口，博鳌亚洲论坛

2025年年会和美乡村志愿讲解员黄思语

手捧稿纸反复练讲，为接待工作做准备。

“又在练习‘英格力士’啦？”一旁，76

岁村民蔡阿婆一边清扫落叶，一边向黄

思语打趣道。南强村是距离博鳌亚洲论

坛会址最近的自然村，每年年会期间，村

里的“田园会客厅”开门迎客，政商学界

嘉宾在村中或茶叙、或漫步，洽谈合作，

精准招商。

在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周围，还

有许多像南强村这样的美丽乡村，正成

为备受青睐的旅游热门地。得益于博鳌

亚洲论坛的溢出效应，村村共享发展机

遇，处处尽显旖旎风光，构成一幅美丽

“新”乡景。

一摞持续更新的讲解词

3月的博鳌镇南强村，处处弥漫着清

幽古朴、恬静悠闲的气息。

“大家看这条巷道，尽头是老屋，近

处是新宅。这些年村民们发家致富后，

盖起了一幢幢新房子，并逐渐延伸到了

马路附近。”漫步村中，博鳌亚洲论坛

2025年年会和美乡村志愿讲解员何远霞

向宾客们介绍。

志愿者讲解员既是导游，也是美丽

乡村的“宣传员”，如何将乡村发展变化

娓娓道来是关键。

20多页纸的讲解词中，不乏对古村

建筑的介绍。自2017年起，南强村重点

打造美丽乡村，既保存了原有民居的外

观和结构，又用抗风防腐材料修缮房屋

外立面，“旧物利用、修旧如旧”是其建筑

特点。一张张村庄改造前后的对比图，

形象地勾画出南强村的发展变迁。“虽然

看着样子差不多，但住得更舒服了！”博

鳌镇朝烈村党支部书记王杏惠指了指图

说，一方面要为游子保存记忆里家的样

子，另一方面要让客人感受到原汁原味

的田园风貌。

随着村庄不断发展变化，讲解词也

一直推陈出新，“比如加入了‘合作社’

‘功能业态’等新内容。”何远霞说，在论

坛年会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国内外宾客

到南强村参观做客，蓬勃的人气也让这

座古老的村落不断焕发奕奕光彩，村民

们的发展思路也越来越活络。

一座座农户房屋被改建成农家乐、

客栈、书吧、酒吧、文创基地等业态，并依

托“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开展经

营，村民通过房屋、土地或现金方式自愿

入股并参与年底分红，实现了在家门口

就业创业的梦想。

一朵全身是宝的蓝莲花

丘陵环绕处，椰林掩映间，既有青砖

黛瓦，又有骑楼古道——留客村到了。

刚一下车，江西游客何军宏夫妇就

被眼前的莲花池深深吸引。坐在水中凉

亭，一边赏花一边沐浴春风，二人久久不

愿起身。

“这是海南的本土草本植物资源，名

叫蓝莲花，具有生食、入药、泡茶等用途，

深受市场欢迎。”蓝莲花种植户卢美燕热

情介绍道。作为一名蓝莲花种植的专业

带头人，卢美燕致力于发展蓝莲花种养

殖产业，两年前将花种到了留客村，带领

村民致富增收。泡花茶、炒干花、制精油

……卢美燕带着村民们在蒸馏锅里炼

“液体黄金”。

随着大健康产业快速发展，卢美燕

也逐渐找到了发展着力点，与博鳌乐城

开展原材料供应合作。这些产品销路

广阔，不仅可销往岛外，还出口日本、韩

国和中东。

“我们也希望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中寻觅更多商机，让这朵小小的蓝莲花

真正成为留客村的致富密码。”卢美燕

说。

一份幸福洋溢的新生活

连日来，为了做好接待服务，琼海市

博鳌镇朝烈村委会委员陈小恋带领团队

精心做好安排。自2006年嫁到博鳌镇朝

烈村，陈小恋就与丈夫在博鳌本地生活、

工作。过去，家家户户大多靠干农活为

生，一年到头辛苦不说，收入也有限，很

多人不得不外出打工。“论坛落地博鳌

后，机会明显多了起来。”陈小恋说。

得益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金字招

牌”的吸引力，越来越多企业到博鳌布局，

建设景区、美丽乡村以及酒店等，产业结

构变化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如今，朝烈村

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农家乐、民宿、

旅游商店等业态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外

出的年轻人也开始回乡发展。

“每次回沙美，都有新变化。”几年

前，看到村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博鳌镇

沙美村村民莫泽豹也果断放弃城里的工

作，回乡改造自家民宅，开起了咖啡厅，

并学习煮咖啡手艺，在家里创业。

当“论坛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带动下，一座座极

具个性的美丽乡村正在博鳌小镇上多点

开花，不断续写精彩的“小镇故事”。

发挥博鳌亚洲论坛溢出效应，激活周边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会场到田园处处新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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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国
际会议中心。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袁琛摄

2003年1月，正在建设中的博鳌亚洲
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特约记者蒙钟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