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瑞丽市畹町口岸芒满通道，口岸

两边十几辆装满农产品和机械零件的大货车

正在排队等待出入境验放。“我们公司主要做

农产品进口和摩托车出口生意，每天的货运

量有 50 多辆货车，每天进出口货值最高达

800 万元。”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肯发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姜建伟说，“如果遇到通关、政

策等相关问题，还可以找我们的专属‘边检指

导员’！”

“近期口岸每天验放出入境货车 400 至

500 辆次，较疫情期间每天约 200 辆次有了

大幅提升，口岸验放压力也随之加大。有企

业向我们反映希望能提高验放效率，保障自

己的进出口商品能尽快投入市场。”畹町边

检站混板分站执勤一队教导员曹能，正是服

务外贸企业的“边检指导员”之一。在入境

检查岗亭前，记者用手机计时器测试，司机

向边检人员出示相关证件，录入系统查验无

误后，只需 15 到 30 秒就能完成通行手续。

在拥有瑞丽、畹町两大口岸的瑞丽市，快

速便捷的通关货运条件是其发展进出口贸易

和跨境电商的优势。下午 3 点，10 余辆装满

水果、海鲜、蔬菜的货车到达口岸准备入境，

几名口岸执勤队员使用内窥镜式摄像机对车

辆进行检查。这种摄像机能够通过约 5 米的

传输线延伸检查到货车内部较为隐蔽的角

落，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检查更加全面。“我

们对这类不易存放的生鲜类商品实行随到随

检。为保障这类产品能在当天完成验放，加

班到晚上八九点成为最近的常态。”混板分站

执勤三队教导员袁野介绍。

自今年 1 月 8 日两个口岸陆续恢复通关

以来，瑞丽市昔日忙碌的景象重现。据统计，

今年一季度瑞丽全市进出口货运量（含油气）

累计 365.21 万吨，其中进口 348.56 万吨，出口

16.65 万吨；进出口货值（含油气）累计 173.32
亿元，同比增长 67.1%，其中进口 141.4 亿元，

出口 31.92 亿元；通关车辆为 8.96 万辆次，同

比增长 982.84%。

外贸火热的背后，是瑞丽市及时有效的

政策支持。今年年初，瑞丽市发布《关于瑞

丽市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恢复若干政策

措施的通知》，在就业创业、税收优惠、外贸

发展等领域出台了 24 条政策措施。云南恒

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洪耀告诉

记者：“24 条政策措施中，在税收优惠方面

力度相当大，但对于我们这些在瑞丽从事跨

境 电 商 的 企 业 来 说 ，对 政 策 仍 有 些 把 握 不

准，既担心错过政策优惠，又担心存在使用

不规范的风险。”

“为保障企业尽可能多地享受到税收优

惠政策，我们每个月都会到企业为他们进行

‘一对一’服务。”瑞丽市税务局工作人员邵俊

榕介绍，“针对跨境电商企业申报税款的问

题，我们引导企业用好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增

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和所得税核定征收政

策，让企业懂政策、会申报。”在税务局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恒投公司通过享受跨境电商零

售出口“无票免税”等税收政策，每月能够减

少 4 万多元的出口成本。3 月 3 日，瑞丽市第

一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投资总额 6
亿元，包含瑞丽市公共型保税仓库建设项目、

瑞丽市进口农副产品精选加工厂等项目，将

延长口岸商品交易、仓储、加工产业链环节，

进一步推进商品落地加工产业发展。

“下一步，瑞丽要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推动口岸贸易与产业互

动融合，围绕境内外资源优势培育壮大实体

产业，走工贸结合的发展之路。”瑞丽市市长

尚腊边表示。

云南瑞丽一季度进出口货值增长67.1%

提升边检服务 优化支持政策
本报记者 沈靖然

炽烈的阳光下，公路口岸外的待售国产

汽车长队排出数百米，等着开往中亚出售；几

千米外的铁路口岸，各地驶来的中欧班列汇

聚于此，等待换轨驶向欧洲……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霍尔果斯市的贸易热度，肉眼可见。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一季度，霍尔果斯口岸

进出口货运量 801.6 万吨，其中，出口货运量

137.4 万吨，进口货运量 664.2 万吨。

对市场的阴晴变化，企业的嗅觉是最灵

敏的。 2 月 17 日，中国重汽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安拓（集团）有限公司与霍尔果斯经济

开发区（市）签约投资约 10 亿元，推动建设

中国重汽集团与霍尔果斯市工业装备联合

发展项目。“除了中国重汽，目前还有 10 多

家汽车企业与我们洽谈，希望达成合作。霍

尔果斯汽车制造产业园的架构已经逐渐清

晰。”霍尔果斯市商务局局长雷增涛说。几

年间，当地从事跨境汽车贸易代理的公司从

几家增长到 40 多家，负责驾驶汽车过境的

司机超过千人。

“国产汽车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强

劲‘引擎’，我们也专门为汽车出口建设了‘快

车道’。”霍尔果斯海关监管一科科长付鹏说，

海关提供 24 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开设商品车

出口“绿色通道”，优化口岸现场审核验放程

序，不断压缩出口商品车通关时间。

经过 40 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输后，一车山

东寿光蔬菜从地头运送到霍尔果斯海关查验

区内。通过霍尔果斯口岸中哈农副产品快速

通关“绿色通道”，蔬菜 5 小时内完成清关，驶

向中亚五国和俄罗斯的农产品市场。“我们在

山西、山东、陕西等地拥有 15 万余亩果蔬出

口生产基地，保证农产品在 65 个小时内就从

田间地头抵达中亚和俄罗斯市场，签约农户

1 斤水果能多挣 5 毛到 1 块钱不等。”霍尔果

斯金亿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

金莉说，今年一季度，金亿果蔬出口 8700 余

吨，贸易额超 5300 万元。

边贸业务的快速增长，离不开通道的加

速畅通。重庆、成都、西安……从国内各大城

市开出的中欧班列，汇聚到了霍尔果斯火车

站内。3 条铁路线上，分布着 9 个巨大的龙门

吊。吊车将班列承载的集装箱转运到适合哈

萨克斯坦形制的宽轨列车上，连上车头，班列

再次启动，一路向西。

霍尔果斯已经连续 4 年成为最多中欧班

列出境的口岸。 1—4 月霍尔果斯铁路口岸

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已达 2485 列，同比增

长 14.8%，班列日均开行量保持在 20 列以上，

满载着日用百货、服装玩具、汽车配件驶向中

亚和欧洲国家。

通关效率提升，吸引更多企业选择班列

运输货物，今年前 3 月，新疆八钢国际贸易股

份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分公司通过铁路进口铁

矿产品 31.4 万吨，贸易额达 2976.4 万美元。

“班列数还在增长！今年以来，经我们公司代

理 的 班 列 就 已 经 超 过 140 列 ，同 比 增 长 了

10%，前来洽谈合作的企业数量也远远超过

了往年。”新疆中联海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霍尔果斯分公司业务主管郭春雷说。

在霍尔果斯，还有多条铁路线路即将投

用。“一条新的铁路专用线直接修进了综合保

税区，目前正在验收，预计下月初投用。”雷增

涛说，有了这条铁路，综合保税区能拓展出更

多的业务。“我们正在加快推进一个公路铁路

多式联运中心项目，有一条自用铁路线马上

就要投入建设。”霍尔果斯丝路荣腾物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斌说，通过公路铁路多式联

运，能降低成本，相信未来国际贸易的效能将

不断提升。

前4月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增长14.8%

贸易带动产业 通道不断畅通
本报记者 蒋云龙 李亚楠

一季度，边民互市和边境小额贸易合计进出口897亿元，增长111%

边贸活力持续涌现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边境贸易创新发展。近年来，随着中西部边境地区与周边国

家和地区持续畅通贸易渠道、创新贸易方式，通过口岸开展的边境贸易规模稳定提升。海关总

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边民互市和边境小额贸易合计进出口 897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增长 111%。

边贸发展有哪些具体表现，背后又有哪些支撑政策？记者近日来到云南瑞丽、新疆霍尔果

斯，在边境口岸一线感受边贸的蓬勃活力。

——编 者

本报成都 5月 8日电 （记者李凯旋）5 月 8 日，以 2023
中国（西部）国际口腔设备与材料展览会举办为契机，由资

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牙谷产业发展大会在成都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城举行。

中国牙谷是四川省贯彻落实“健康中国”“制造强国”战

略建设的重点示范项目。目前，203 个“资阳造”口腔产品

已从中国牙谷走向市场，四大类 60 余个口腔设备，五大类

100 余种口腔材料，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已逐步形成全国

规模领先的口腔装备材料全产业链专业特色园区和口腔产

业集聚地。

中国牙谷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生 鲜 外 带 模 式 的 兴
起，满足了消费者对品质
生活的需求。相信越来越
多餐饮企业能在转型过程
中抓住机遇，把新鲜又安
全的美味带到消费者身边

■微经济R

本报北京 5月 8日电 （记者齐志明）中国消费者协会 8
日发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

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304159 件，同比增长 6.59%，解决 238499
件，投诉解决率 78.41%，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4639万元。

在具体商品投诉中，投诉量居前 5 位的分别为：食品、

服装、汽车及零部件、通信类产品、鞋。与 2022 年一季度相

比，日用杂品、化妆品、计算机类产品同比增长最高，其他类

别增长相对平稳。

中消协一季度受理投诉超30万件

挽回经济损失超2.4亿元

本版责编：沈 寅 白之羽 林子夜

新 鲜 水 饺 ，自 己 不 会 做 ；工 作

太 忙 ，又 没 时 间 去 饭 馆 。 这 段 时

间，能够外带的生鲜饺子成了朋友

不 断 复 购 的 美 食 。 这 种 大 多 开 在

社区旁的鲜饺馆，店面不大，堂食

位 很 少 或 不 设 堂 食 ，饺 子 现 包 现

卖，主打新鲜实惠。

朋友提起之后，笔者才留意起

来，这两年生鲜外带模式发展迅速，

主要在于其产品、经营和策略上的

全面升级。

在产品上，生鲜外带最大的优

势是新鲜。像鲜饺馆这样的小店，

每天现场制作饺子，风味不同于传

统的速冻水饺，首先便抓住了部分

消费者想吃鲜饺而不得的痛点。

在经营上，这类小店更专注于

外带和外卖。一方面，由于不以堂

食为主，对场所面积的要求降低，节

省了不少房租成本；另一方面，依托

成熟的外卖配送体系，不少顾客会

重复购买，进一步提高了经营效率。

在策略上，生鲜外带模式的兴

起，与社区型餐饮的发展趋势相契

合。社区型餐饮由于短途、便捷，

成为人们在家门口的新选择。像鲜饺馆这样小而精

的社区餐饮店，由于自身租金成本、管理成本较低，

产品具有一定优势，易于在社区扎根；在此基础上，

社区的稳定客群带来的高复购率，进一步提供了快

速发展的优良土壤。

总的来看，生鲜外带模式的兴起，满足了消费者对

品质生活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经营者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更应随时保持“在线”状

态，确保产品质量。

如今，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餐饮业

也在逐步转型升级。随着物流配送、线上支付等产业

基础设施水平日益完善，店面管理水平、供应链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程度同步提升，相

信越来越多餐饮企业能在转型过程中抓住机遇，把新

鲜又安全的美味带到消费者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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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 5月 8日电 （记者银燕）记者从日前召开的

甘肃全省季度经济运行调度会上获悉：一季度，甘肃消费需

求回暖，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商务服务、批发零售等行业均

实现两位数增长。旅游市场全面恢复，接待游客、旅游综合

收入分别增长 82.6%和 90.1%，接待人数与 2019 年同期持

平，旅游收入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90%。

二季度，甘肃将以打造区域特色消费中心城市、谋划展

会节会等方式提振汽车、家电、家居、餐饮等大宗消费。

甘肃一季度消费需求回暖

旅游收入恢复至2019年同期90%

本报广州 5月 8日电 （记者陈伟光、罗艾桦）深圳市发

改委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日前联合召开优化用电营商环

境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今年深圳推动用电营商环境

改革的情况，涉及便利办电、政企联动、精准服务、降本增

效、绿色转型、可靠供电等方面共 20 条重点措施，以数字化

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服务新产业，进一步支撑城市竞争力

提升、经营主体活力激活，同时实现电网高质量发展。

深圳推动用电营商环境改革

发布便利办电等20条重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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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5 月 8 日电 （记者曹文轩）记者日前从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海南自由贸易港促进种业

发展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据了解，《规定》主要在农作物品种审

定自行试验制度、种质资源检疫监管模式、生物育种

管理机制、种业人才发展机制等 4 方面进行创新实践。

为加快农作物品种审定，《规定》创新试验管理制

度，规定符合海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单位和

个人，申请省级品种审定的，在承诺符合相关要求并提

交相关材料进行备案后可以自行开展试验。

按照现行隔离检疫工作程序，从境外引进的植物

新 品 种 ，在 海 关 隔 离 检 疫 完 成 后 才 能 进 行 品 种 特 异

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DUS 测试），隔离检疫期较

长，不利于加快植物新品种开发利用效率。为提升种

质资源进出便利化水平，促进全球动植物优质资源引

进，《规定》提出除经特许检疫审批引进的外，从境外

引进的植物繁殖材料，在隔离检疫期间，在满足监管

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在指定的区域内同步开展 DUS 测

试，有效缩短进境植物品种审（认）定、登记进程。

提高资源创制和技术攻关能力、加强品种培育。《规

定》提出海南将支持在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依法从事

创新性强的生物育种研发活动。通过优化市场准入管

理体制机制，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应用。

人才是种业振兴的原动力，海南将建立更加开放的

引才机制，支持国家级和省级园区结合人才需求实际自

主认定园区种业高层次人才。建立种业人才职称评审

“绿色通道”，放宽职称评审条件限制，作出重大贡献的

种业人才可直接申报高级职称。《规定》还提到，海南将

推动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建设种业交易场所，开展种

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和种业知识产权等贸易。

海南发布自由贸易港促进种业发展规定
围绕4方面进行创新实践

本报长春 5月 8日电 （记者刘以晴）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召

开推进“数字吉林”建设新闻发布会。发布会提出，吉林省力争用 3 年时

间，推动全省有意愿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一轮“智改数转”。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5 月 4 日，吉林省印发《吉林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

和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提出支持企业“智改数转”项

目建设，对实施数字化改造且符合条件的企业项目，给予贴息支持；鼓励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支持制造业企业开展内外部全业务流程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建设智能场景、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支持高水平工业互联

网平台建设。对投入运营的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等建设单

位给予一次性补助等 5 项扶持政策。吉林省财政将连续 3 年，每年统筹安

排专项资金支持“智改数转”。

据了解，吉林省提出力争用 3 年时间，重点支持 300 个以上“智改数

转”示范项目，建成 1—2 家灯塔工厂、100 个智能制造示范工厂、300 个省

级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推动全省有意愿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一轮

“智改数转”。

吉林将建 100个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力争3年推动工业企业完成一轮“智改数转”

图①：畹町口岸芒满通道，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出入境车辆。 杨佳林摄（人民视觉）

图②：调车机牵引完成装箱作业的班列驶离霍尔果斯站换装场。 邱 静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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