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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跨周期逆周

期调节作用，扎实履行政策性职能，大力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前三季度，

累计承保金额超 68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3%；支付赔款 10.4 亿美元，同

比增长 6.4%；短期险融资增信保额 1804.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1%，

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中国信保深入实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行动，聚焦保障产业链市场主

体、重点领域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有力保障了产业链企业安全稳定发

展。在支持乡村振兴方面，今年以来，中国信保累计向定点帮扶县投入资

金 2432 万元，确保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晓 蕾）

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支持实体经济

■市场漫步R

■市场资讯R

健全法律法规，完善
监管体制，加强规则对接，
实现内外贸高效运行、相
互促进，更好对接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

本版责编：罗珊珊

“新房装修后准备搬家，趁周

末出来逛逛，挑选些家居用品。”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家居卖场，正

在挑选商品的消费者王莉说。

近日，在北京、上海、长沙等

城市的家居卖场，前来购物的消

费者明显增多。据悉，每年 9 月、

10 月都是装修旺季，因为气温适

宜，空气流动性强，对建材及施工

环境而言都非常有利。11 月，随着装修陆

续完工，家居销售进入旺季。业内人士表

示，现在市场逐渐回暖，国家各项政策利

好相继出台，家居市场消费活力将进一步

得到释放。

当前，我国 家 居 家 装 消 费 虽 然 在 一

定程度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

但上半年全国建材家居消费实现恢复性

增长。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

建 材 家 居 卖 场 累 计 销 售 额 达 6371.71 亿

元，同比上涨 32.47%，表现出十足的发展

韧性。

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4 部门联

合发布的《推进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以高

质 量 供 给 促 进 家 居 品 牌 品 质 消 费 。 到

2025 年家居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高质

量产品供给明显增加。在家居产业培育

50 个左右知名品牌，推广一批优秀产品，

初步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

更高水平良性循环。

专家表 示 ，家 居 产 品 属 于 耐 用 消 费

品，是仅次于汽车的第二大家庭消费支

出。《行动方案》提出，增加健康智能绿色

产品供给、培育智能家居生态、实施家居

产品推广行动、推动绿色智能家居产品

下乡等任务，通过优化市场供

给结构，开发适应多层次、多

样化、多场景需求的产品和服

务，促进供需高效衔接、产业

成果充分共享，促进家居产业

高质量发展。

业内 人 士 建 议 ，下 一 步 ，

促进家具消费持续恢复，需加

大 对 绿 色、健 康、智 能 家 居 产

品 的 政 策 支 持 力 度 ，推 动 形 成 政 府 、协

会、企业、电商平台等多方参与协同配合

的促消费联动机制。鼓励智能家居体验

馆、智能电器生活馆、健康照明体验中心

等新零售发展并向社区下沉，促进家居

消费升级。

供需高效衔接，产业成果共享

家居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本报记者 欧阳洁

■消费万花筒R

江苏省南京市优化全市生态空间格局，社区公园、口

袋公园等各类公园绿地建设稳步推进。图为南京国际友

谊公园风景如画，成为居民的休闲好去处。

方东旭摄（影像中国）

城市公园

添彩美好生活

■消费视窗R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采取更多惠

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买早点、修家电、寄快递……老百姓

家门口的社区商业，不仅是满足日常消费

需求的重要渠道，也增添了城市生活的烟

火气。近年来，在城市商业发展过程中，

社区商业不断补齐设施短板，丰富商业业

态、创新服务能力，在实现自身结构不断

升级的同时，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更多

便利。社区商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记者进行了采访。

配套设施更加完善

社区商业规模持续扩
大，结构不断升级，提供多
种综合服务

早上 8 点，北京市海淀区居民李阿姨

出门买菜。步行几分钟，就来到楼下生鲜

超市。买完菜，她又到小区门口的干洗

店，拿回了昨天送洗的一件外套。回到小

区，她又到单元楼门口的智能快递柜，取

走了配送员刚刚送到的一件快递。

“现在在家门口买东西，比以前可方

便太多了。”李阿姨说，以前买菜，要坐公

交车到几站地以外的菜市场，去晚了还买

不到新鲜菜。如今，社区生鲜店越来越

多，出门散步时就能顺便把菜买了，而且

品质更有保障。

“在我们老百姓眼里，家门口种类齐

全的小店，既有颜值又有温度，就是美好

的生活场景。”李阿姨说。

社 区 商 业 ，是 以 社 区 居 民 为 服 务 对

象，服务半径为步行 15 分钟左右范围内的

商业形态，它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

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因多业态聚集而

形成，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便利性等特

点。随着我国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商

业持续发展，社区商业规模持续扩大，结

构不断升级，不仅满足社区居民购物、餐

饮等消费需求，还为居民提供家电维修、

洗衣等多种综合服务，成为居民消费的重

要载体。

去 年 5 月 ，商 务 部 等 12 部 门 发 布 的

《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明确“支持

智能信包箱（快件箱）、箱式移动早餐售卖

车、蔬菜直通车等便利设施进社区”“支持

有条件的社区改造提升商业中心、邻里中

心等各类综合服务设施，完善‘一站式’便

民服务功能”等具体举措。

各地在打造便民生活圈、完善社区商

业服务方面积极作为。今年 7 月，江苏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十四五”城乡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农村 3 公里生活圈

建设”“支持城乡社区服务多种业态融合发

展，加强市场主体培育，引导市场、社会力

量发展社区养老、托育等服务业态”。

在 山 东 ，一 刻 钟 便 民 生 活 圈 不 断 完

善。济南市建设了 164 个 15 分钟社区便

民商圈，每个商圈涵盖了居民日常生活所

需的业态近 40 种。烟台市明确了“3 年建

设 100 个试点”的目标，构建城市便民生活

圈智慧服务平台，鼓励超市联合即时零售

平台，实现社区周边 3 公里内生鲜产品一

小时送达。

商业业态更加丰富

场景融合，实现业态多
元化、集聚化、智慧化发展

在不少社区，老年人康护所、特色餐

饮店、社区食堂、社区书房、运动健身房、

汽车保养店、幼儿托管点等特色化服务越

来越多，更加丰富的社区商业业态，更好

满 足 了 居 民 个 性 化 、多 样 化 、特 色 化 的

需求。

在丰富商业业态方面，《意见》提出，

鼓励商业与物业、消费与生活、居家与社

区等场景融合，实现业态多元化、集聚化、

智慧化发展。

修拉链、配钥匙、钉鞋掌……“小修小

补”的手艺人回来了！近日，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崂山路街区，新启用

的便民服务站打造了“街坊手艺人市集”，

集中募集修钟表、修家电、裁缝、修鞋等手

艺人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

“出家门就有汽车保养维修门店，方

便多了。”湖南省长沙市居民蔡恒居住的

小区门口，前不久新开了一家京东养车

汽 车 养 护 服 务 门 店 。 以 前 给 汽 车 做 保

养，他要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往 4S 店，到了

以后再排队，至少花费半天时间。现在，

通过手机 APP 就能轻松预约家门口的服

务，省时又省力。据介绍，京东养车已在

全 国 160 多 个 城 市 开 设 1400 多 家 门 店 ，

努 力 打 造 汽 车 养 护 的 一 刻 钟 便 民 服

务圈。

一些社区商业网点积极尝试“一店多

能”，除了提供商品销售服务外，还增加了

多样化便民服务，新型业态不断涌现。比

如，在不少社区里的便利店，消费者除了

能够购买到优质商品，还能享受干洗衣

服、维修手机、清洗家电、寄收快递、家政

预约等服务，给人们的居家消费带来更多

便利。

找 保 姆 ，是 很 多 家 庭 的 一 项 消 费 需

求，也是社区商业中的重要一环。今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印发《促进家

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2022 年工作要点》，提

出“大力推进家政行业数字化发展”“推动

家政企业与基层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

业服务企业等签订合作协议，线上与城市

生活网相融合，线下与快递、干洗、配送等

业态相融合”。

“现在找保姆，比以前方便了不少。”

辽宁省大连市居民张大伯说，过去找保

姆，常常需要电话联系家政公司说明需

求 ，经 过 很 长 时 间 等 待 后 ，再 由 经 纪 人

匹 配 合 适 的 服 务 人 员 面 试 ，最 后 再签订

合同，流程繁琐，周期长。现在，通过手机

APP 就能预约，面试、签约等都能在线上

完成。

家政服务平台天鹅到家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收到客户服务需求后，系统会根

据用户勾选的需求关键词定向匹配，自动

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家政劳动者及全部相

关信息，整个过程不到 5 秒钟。接下来的

三方在线面试、在线签约结算、体检报告

在线审核、保险实时投保等流程全面在线

化，让服务建立在可视化、可管控的流程

上，提供让用户更加满意的服务。

服务方式加快创新

推动社区商业业态创
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

“下班后线上挑选菜品、提交订单，到

家时刚好送到，节省了很多时间。”北京市

朝阳区居民杨艳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由于平时工作较忙，以前经常要为下班后

去哪里买菜发愁。现在，线上下单、送菜

上门的服务解决了她的烦恼。

在“美团买菜”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

站点，不同的生鲜蔬菜日用品在冷鲜库、

冷冻库、常温库和水产区中整齐摆放，工

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根据顾客订单挑拣相

应 商 品 。 客 户 下 单 、商 品 拣 选 、装 袋 打

包、骑手配送，90%以上的订单可以在半

个小时内完成。“站点销售商品的种类超

过 6000 种 ，每 日 订 单 数 超 过 3000 单 ，服

务于周边 3 公里左右的社区居民。”该站

点负责人荣富强说。

在创新服务能力方面，《意见》提出，

“拓展智能体验，鼓励应用 5G、大数据、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驱动发

展无接触交易、智能结算、网订店取（送）、

直播带货、自助售卖等创新模式，拓展便

民生活圈应用场景”。如今，随着新技术

的加速应用，社区商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

服务新方式。

对于大型传统商超而言，由于交通、

停车等因素，增加了一些消费者购物的

时间成本。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型传统

商超积极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提供即时

配送服务，更好服务社区居民。如今，消

费者可以在手机上“逛超市”，选择商品

完成支付后，就能由配送服务商把商品

配送上门。

我国社区商业布局不断完善，创新能

力持续增强。但与此同时，在商业基础设

施、网点布局、服务功能等方面还需进一

步提升，从而更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和品

质消费需求。

商务部提出，提高服务便利化、标准

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将社区便民生活

圈打造成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服务

保障民生、推动便利消费及扩大就业的重

要平台和载体。

“社区商业未来需要实现创新驱动、

多元发展。”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评

价院院长荆林波认为，社区商业是城市商

业的重要基础，是满足居民综合消费的重

要载体。要推动社区商业业态创新、管理

创新和服务创新，鼓励特色化、智慧化、体

验化发展，提供适合不同社区消费群体的

多层次、个性化商品和服务，让社区商业

在改善服务基本民生、促进消费升级、畅

通 城 市 经 济“ 微 循 环 ”方 面 发 挥 更 大

作用。

补齐设施短板，丰富商业业态，创新服务能力

让家门口的消费更便利
本报记者 王 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明确要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推动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相关产业加

快提质升级，优化供需结构，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近日，商

务 部 发 布 公 告 ，将 江 苏 、浙 江（含 宁

波）、福建（含厦门）、广东（含深圳）、

北京、上海、重庆、湖南和新疆等 9 个

地区作为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面

向社会公示。通过试点，加快培育一

批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企业，形成可复

制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促进内外贸

融合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近年来，我国内外贸一体化取得

长 足 发 展 ，内 外 贸 市 场 规 模 日 益 壮

大 。 今 年 1 月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关 于 促 进 内 外 贸 一 体 化 发 展 的 意

见》，就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作出

部署，要求提升市场主体内外贸一体

化经营能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5
月，商务部等 14 部门发布《关于开展

内外贸一体化试点的通知》，决定在

部 分 地 区 率 先 开 展 内 外 贸 一 体 化

试点。

与此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等不

确定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

对国内国际市场有了新的认识，在打

好“外贸牌”的同时，更加有效统筹用

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

进企业发展更加稳健有力、进口和出

口更加协调发展。

但是也要看到，内贸和外贸是在

国内外两个标准体系下进行的经济

活动，企业产品在技术、质量、标准上

存在差异。当前，我国内外贸一体化

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体化调控体系尚

需完善，企业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的能力依旧不足等问题。进

一步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质增

效，尚需政府、社会、企业等方面多管

齐下，协同发力。

内外贸一体化包括内外贸在经营主体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一

体化。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监管体制，加强规则对接。对标国际

先进水平，促进内外贸监管规则衔接，推进内外贸监管部门信息互

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优化内外贸营商环境，健全一体化调控

体系，实现内外贸高效运行、相互促进。

企业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实施主体。要鼓励企业创新内外

贸融合发展模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线上线下融合，促

进产销衔接、供需匹配，积极培育内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内外

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扎实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

鼓 励 跨 境 电 商 平 台 完 善 功 能 ，引 导 企 业 更 好 对 接 国 内 国 际 两 个

市场。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能够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挖掘消费潜

力，助推消费提质升级，同时也能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随着推动内外贸一体

化发展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将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丰富市场供

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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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中国烹饪协会和广东省潮州市人民政府日前联合发布消

息，第三十一届中国厨师节将于 11 月 17 日至 11 月 19 日在潮州市举办。

本次厨师节主题为“美食如潮 四海共享”，致力于推动餐饮经济持续复

苏和餐饮行业转型升级。本届厨师节在会议论坛、烹饪赛事、展览展示等

3 个部分准备了一系列特色活动，期间将举办中国烹饪协会名厨专业委

员会 2022 年度工作会议、“国家级非遗潮州菜”文化传承与创新论坛、中

国厨师节专项比赛——中国潮州菜烹饪大赛等活动，从不同视角展现中

国餐饮业发展成就。通过烹饪比赛，搭建专业交流平台，推进潮州菜的传

承与创新。 （欧阳洁）

第三十一届中国厨师节将在潮州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