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广交会”上的特别讲解员 
 

 

素有中国外贸“晴雨表”之称的“广交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

长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也是广州重要的城市名片。广州能率先获

得这样一个连通中国与世界的平台，得益于周恩来的鼎力相助。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为解决

经济建设急需的进口物资和技术需要，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

交流会的提议上报国务院后，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批准。当他听

到“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全称时，表示这一名称太长了，既然在

广州举行，干脆简称为“广交会”，于是“广交会”这一称呼便在业

内流行开来。1957 年 4月 25 日，广州流花路中苏友好大厦红旗飘扬、

锣鼓喧天，正门前水池喷起的水柱高高跃起，人群欢呼，气氛热烈，

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了！周恩来莅临广交会，并仔细视察每

间场馆，他一边走一边亲切地对大家说，“广交会”不仅要同外国做

生意，还要展示我国工农业新产品，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发展和增

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首届“广交会”13 个国营

外贸公司展示 10000 余种商品，吸引了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23名采

购商与会，“相思鸟成交 10 万只”“金钱龟成交 1 万只”屡成媒体

新闻。当 2000 多名来自东南业和中国港澳地区的客商出现在“广交

会”上时，举国为之轰动。 

首届“广交会”的成功举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创举。新中国

成立后，周恩来 20 余次南下广东，近十次亲赴“广交会”，高度重



视并亲切关怀“广交会”的场馆建设、人员接待等各项工作。1959

年 12 月，一位特别的讲解员出现在第三届“广交会”现场。其时，

中南五省区（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协作会议在广州举行，

周恩来不辞辛劳，会后专程带领 70 多名会议代表来到“广交会”现

场。在会场上，他亲自做起讲解员，一边向各地代表宣传“广交会”

商品，一边叮嘱各省领导回去一定要重视支持出口工作。周恩来此举

意味深长，他希望各地领导同志通过亲身感受“广交会”的盛况，深

刻认识到国家推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身体力行，以

一名特别讲解员的方式，给中南五省领导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政策宣

讲课。 

1958 年，周恩来参观“广交会”时提出场馆建设势在必行，是

年 11 月，“广交会”起义路陈列馆动工兴建，并和侨光路陈列馆一

起于 1963 年秋交会时共同使用。1973 年，周恩来又亲自批准在流花

湖畔兴建新馆。由此，风景秀丽的流花湖见证了 30 载“广交会”的

辉煌历史，直至 2004 年启用新馆琶洲会馆。20 世纪 70 年代，在社

会发展面临各种困难的时期，周恩来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冲破了

重重阻力，使“广交会”一年两次如期举行，从未中断。 

如今，辉煌半个多世纪的“广交会”已成为广州一张闪亮的名片，

周恩来总理为这座千年商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