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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4 月 7 日电（记者车晓蕙、丁
乐）记者近日在珠三角各地采访看到，应对挑
战，外经贸大省广东通过深化改革疏通“堵点”
化解“痛点”，以新通道、新技术、新业态打造稳
外贸的有力支撑。

新通道：断了的贸易通路“接起来”

复工复产伊始，广州钻石交易中心董事长
朱永胜及其会员企业一筹莫展。

广州及周边地区是全球重要钻石加工地。
疫情发生后，毛坯钻石进出口原有通道受阻，钻
石加工企业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南沙海关的企业协调员迅速联动相关业务
科室研讨对策，专门就毛坯钻石进口优化通关
流程，创新“金关二期（保税）+提前申报+陆路
转关工厂验放”模式，毛坯钻石得以从深圳口岸
转关运至南沙保税港区。

“新进口渠道让钻石加工业重回正轨。”朱
永胜说，“这让焦急等原料的企业快速复工复
产。接下来，我们可以放心接单，海外客户也更
有信心安排货物在广州集散。”

4 月 1 日，一艘自东南亚航行了 4 天的国
际货轮停靠南沙港区，船上载有约 20 个标准集

装箱以榴莲为主的水果。两三个小时内，这批
鲜果就运抵广州江南市场。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小明介
绍，南沙港区 1 个月新开了 7 条国际航线，以
东南亚航向为主，都是进出口双向直航，带动
“广货”走出国门，进口瞄准榴莲、椰青、龙眼
等东南亚水果。

为支持新航线顺利挂靠，南沙海关实行
业务“无接触”网上办理，并通过“即到即检”
“提前申报、分流验放”等措施，大大压缩生鲜
货物的通关时间。

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潘玉璋说，今
年南沙港区原计划新增 8 条国际航线，目前
已开通 7 条，接下来还有望增多。“国际航运
公司、船公司纷纷选择南沙港，是用脚投票，
最能说明国际物流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新技术：“硬核实力”抗风险

2 月初至今，位于东莞的优利德科技（中
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就没停过。只
是，生产线上原先出品的各种工业类测量仪
表，如今变成非接触式红外额温计、可投屏式
红外热像仪等医用测温仪器。

优利德副总经理杨正军介绍，疫情发生
后，在原有的工业类测温技术基础上，研究人
员技术攻关差不多半个月，顺利转产医用测
温产品。

在申请相关欧盟商品流通认证后，出口
医用测温仪将成为今年优利德公司业务最大
增长点。杨正军说，现有产能提升，国外需求
增加，依靠原有覆盖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营
销网络，这块出口新业务发展空间很大。

同样看好前景的，还有台资企业东莞雅
康宁纤维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亿。这家
企业今年增资扩产计划不会变，公司在浙江
新建了 1 个工厂，今年 4 月便可投产，同时还
将在东莞增资新建 1 幢厂房。

底气源于对产品的信心。雅康宁自主研
发的新型无纺布环保材料是代替海绵的重要
用材，广泛应用于家居用品、内衣等领域，是
宜家等国际品牌的重要供货商。

王耀亿说，中国大陆产业链完整、配套齐
全，有创新潜力，其长期看好在这里的发展。

新业态：以改革释放潜能

在南沙保税港区内的菜鸟仓，自春节以

来分拣线上始终繁忙。菜鸟国际关务部总经
理李雅萍说：“疫情当前，我们全力保障跨境
电商供货稳定和物流顺畅。跨境网购的优势
进一步释放。”

跨境电商出货高峰今年提前来到：3 月
5 日至 8 日的“三八促销节”期间，南沙海关
验放跨境电商网购保税电子清单 185 . 2 万
票，其中 5 日验放清单创下单日业务量峰值。

近年来的持续改革为新业态发展提供了
土壤。潘玉璋介绍，南沙发挥广东省自贸片区
的优势，紧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大力建设全
球报关服务系统、全球溯源中心和全球优品分
拨中心等三大创新平台，重点解决各国口岸跨
境数据互联互通、跨国公司多种贸易方式并存
管理复杂等问题，进一步降低跨境贸易成本。

广东卓志供应链服务集团副总裁杨娟
说，通过“先放行入区，后理货确认”等监管制
度创新，企业能根据不同目的地国家、不同销
售方式选择不同贸易方式清关，灵活度更
高了。

今年前两个月，广东市场采购、跨境电商
等新业态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出口分别增长
1 . 8 倍、33 . 4%。

稳外贸：看广东“三新”疏“堵”解“痛”

新华社合肥 4 月 7 日电（记者程士华、
董雪、王菲）莫负好春光，赏花正当时。疫情
下的首个小长假，多地推出“免费游”提振旅
游市场。随着游客出游意愿复苏，免费礼包
与消费升温叠加，多个景区游客流量快速上
升，黄山景区甚至出现客流高峰游客超限，紧
急启动应急预案。专家建议，景区应做好错
峰、错时管理，“削峰填谷”，确保复工防疫两
不误。

各地出招促旅游消费

为促进旅游复苏回暖，近期各地纷纷推
出旅游优惠活动。

安徽省黄山市近日推出“江淮大地串门
游”活动：4 月 1 日至 14 日，安徽省市民凭本
人身份证、户口簿等有效证件，可享受黄山市
31 处景区免费优惠政策。

3 月下旬，安徽金寨县发布通知，重点旅
游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费两个月，支援湖北
医务人员的住宿费也一并免除。

4 月 5 日，厦门市发布通知， 6 月 30
日前，国有 A 级景区向市民游客免费开
放。同时，为方便群众出行，市民和游客在
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可免费乘坐地铁、
BRT 、公交车。

在各地政策推动下，清明小长假旅游客

流迎来较大增长，尤其是省市周边游复苏迹
象明显。携程发布的《2020 清明小长假复苏
报告》显示，截至目前，4 月周边游产品的预
订人数是 3 月的 3 倍，主要集中在清明节期
间和周末。近一周以来，国内景区门票销量
环比增长 114%。

“疫情期间一直没外出，今天天气好，带
女儿来山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体验一下玻
璃栈道，感觉很放松！”4 日带着女儿外出踏
青的芜湖游客刘女士说，进景区都要测体温、
登记身份证、出示安康码，这些防疫措施让人
感到放心。

免费礼包与消费升温叠加

景区连续客流高峰

由于前期疫情期间的小区封闭管理和交
通管制，一些市民吐槽早已在家憋得“嗷嗷
叫”，期待着能早日外出尽情撒欢，放飞自我。
渴望出游的心态，与各式“景区免费游”效果
叠加，部分景区游客爆棚。

“黄山景区现场拥挤不堪”“黄山景区
游客达 2 万停止售票”，在这个清明小长假
期间频频网络刷屏。记者向黄山风景区管委
会核实获悉，清明小长假前两天，黄山风景
区日接待游客达到 2 万人，景区出现客流高
峰，造成游客集聚。黄山风景区紧急发布通

知，启动应急预案，停止游客入园，建议游
客选择其他旅游路线，或改日进山。

黄山风景区解释称，客流高峰游客集聚
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安康码申领、核
验和测温等疫情防控措施，游客通行相比正
常情况较慢。二是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景区
日最大承载量由 5 万人压缩至 2 万人，不少
游客担心难以进山，出现早晨集中进山
现象。

对此，黄山风景区 5 日启动应急预案，
优化运力调配，加强客流疏导，进一步增加
换乘运力，增设软硬隔离设施，防止游客在
个别时段、个别区域过于聚集。同时，进一
步优化预约措施，避免游客出行过于集中；
加强信息发布，引导游客到其他仍有容量的
景区游览。 6 日，黄山风景区秩序恢复。

不仅在黄山，其他各地景区游客流量也
呈现快速上升态势。皖北地区唯一 5A级风
景区八里河景区 3 月 15 日恢复开放，起初
每天游客 1000 多人次，随着清明小长假到
来，游客每日增加到 8000 人左右。安徽繁
昌县境内的马仁奇峰景区 4 日迎来 3000 多
名游客。“除室内展馆，其他景点全部开
放，但防疫一点也不能马虎，景区对在园客
流量进行限制，瞬时客流量不超过核定承载
量的 30% 。”景区负责人介绍。

“削峰填谷”确保复工防疫两不误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个别景区出现人员集
聚拥堵，是针对本地户籍免票优惠措施与小长
假短途游客出行需求集中爆发等多重因素叠
加造成的。对此，可以通过网络预约、取消窗口
售票、加大运力调配等一系列措施，缓解在景
区入口、索道搭乘点等多个关键环节的堵点。

“景区复工复产和严格疫情防控不冲突。”
安徽省金寨县文旅体育局局长洪潮说，景区出
入口、购票窗口、候车等环节容易出现堵点，建
议景区进一步优化管理，对游客进景区时间、
流量合理规划。

安徽省明堂山风景区负责人韩华说，景区
可以通过针对不同户籍地的优惠措施，有效引
导短途游客、长途游客群体释放出行需求；通
过在工作日、节假日不同时间实行差异化定价
等手段，削减节假日客流，刺激提升工作日时
段的客流。

受访专家表示，各地相关部门及景区应更
加健全事前预案与事中监控引导机制。

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秘书长曾博
伟认为，就旅游业长远发展而言，除了法规制
定、政策引导之外，各地还应当重视智慧旅游
服务、安全预警和救援等服务，进一步健全公
共管理和服务体系。

免费礼包促消费，景区如何吃“饱”又吃“好”

新华社拉萨 4 月 7 日电（记者刘洪明、觉果）沿着拉萨
至林芝铁路施工路线驱车 400 多公里，不论是海拔 3500 米
左右的山南还是在海拔 3000 米左右的林芝，一路雨雪霏
霏，高原铁路建设者丝毫不敢怠慢每一道工序。
记者 5 日来到山南市桑日县，走进 8 . 7 公里长的藏噶隧

道，岩层爆破后的刺鼻味扑面而来。外面雪花飘落，隧道内热
火朝天，由于隧道涌水较多，施工人员全天都穿着雨靴。

这一隧道洞身穿越 7 个断层，存在连续富水活动断裂
带、软岩大变形和全线最长的富水冰碛层等高风险地质。中
铁五局集团拉林铁路工程指挥部总工程师杨曾说：“施工中
遇到 960 米的富水冰碛层，我们通过帷幕注浆进行超前加
固后开挖，两年多时间才攻克这一难题。”

7 日上午，藏噶隧道与林芝市的米林隧道先后贯通，至
此拉林铁路全线总长 216 . 5 公里的 47 座隧道全部贯通，
标志着距离 2021 年通车更近了一步。

拉林铁路沿线 90% 以上位于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高原，
16 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施工难度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建设单位统筹疫情防控和施工建设，工程进展顺利。

隧道建设中，建设者们常常还与富含硫化氢等有害气
体不期而遇。米林隧道横洞施工中，安全监控系统对隧道内
硫化氢、甲烷、一氧化碳有害气体浓度、涌出量等全天自动
监测、报警，还增加通风设备，24 小时不间断压入式通风，
稀释掌子面有害气体。

米林隧道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 6 座万米长隧道之一，

平均海拔 3100米，全长 11560米，最大埋深约 1200米，被称为
最难啃的“硬骨头”、最凶险的“拦路虎”。7日上午，淅淅沥沥的
小雨下个不停，工人们难掩喜悦之情，高声喊着“终于贯通了”。

中铁十九局集团拉林铁路工程指挥部指挥长何旭说：
“米林隧道岩爆段落长达 7500 米，约占隧道总长的 65%，安
全风险极高。尤其在 5000 多米长的强岩爆段施工中，岩体就
如上膛的枪炮，极易弹射掉块，威胁着建设者的生命安全。”

“一、二、三，兄弟伙往起提哟！”响亮的号子回响在扎绕
隧道，劳务工班班长任敏带着 3 名工人正进行拆模作业。这
个用于混凝土定型的异形钢模重达 200 斤，加之隧道内的
高温，大家汗流浃背。

中铁十七局五公司现场负责人张锐，这个施工经验丰
富的关中汉子与同事讨论着最佳施工方案。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工地曾面临物资供应紧张的难题，目前已正常施
工。近期有 139 人忙着敷设水沟、电缆槽作业。

随着桥梁、隧道的陆续建成，从拉萨至林芝方向的铺架
作业也紧随其后。“近期我们把架设完成的 T 梁梁片通过湿
接缝工序连成整体，用专业大型养护设备养护铺设线路，平
均每养护 1 公里，需要抬起钢轨 800 多次。”中铁十一局三公
司拉林铁路项目部副总工程师周志强说，自 2018 年 10 月开
始铺架以来，目前已完成铺轨 124 . 8公里，架梁 1562孔。

拉林铁路全线地质条件复杂，桥隧比高达 75%，这没
有影响施工进度和整体工期。西藏铁路建设公司副总经理
朱锦堂说，各家建设单位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攻克了风积
沙、高地应力、高地温、冰碛层等世界级隧道施工难题，形成
了许多施工技术和管理经验，取得 32 项专利，这将为川藏
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后续开工建设提供经验。

拉萨至林芝铁路是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全
长 435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里，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截
至 4 月 7 日，全线 47 座隧道全部贯通，120 座桥梁已建成
119座，预计今年底全线铺轨完成。（参与采写：石勇、丁庆滨）

为 了 明 年 顺 利 通 车
拉林铁路建设现场见闻

节后第一天，大壮和美丽就在吵吵。
两口子这是怎么了？
扫码听听这个段子，看看咱的口粮够不够吃？
该不该抢？

本报记者袁军宝

“以往采用汽车运
输，通常需要 8 个小时
或者更多，现在只需要
4 个小时货物就能从淄
博市保税物流园区运抵
青岛市黄岛港。”齐峰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外
贸部负责人李润生说起
淄博内陆港的开通，满
怀喜悦之情。

3 月 2 日，淄博内陆港开通运行，首趟
淄博至黄岛“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
定价”五定班列满载货值 1100 万美元货物
从淄博保税物流园区开出，齐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出口德国的 44 吨特种纸货物就在
其中。

李润生说，有了内陆港，企业可在淄博
实现快速通关，相当于“家门口”有了“出
海口”，大大便利了企业出口业务。

据了解，淄博内陆港是继去年枣庄内陆
港开通后，山东建成的又一重要内陆港。淄
博内陆港项目能够实现港口功能前置，此前
淄博货物从沿海港口出口，需要先将货物运
至港口再办理通关手续，期间堆存、装卸均
需要时间和费用，而通过“内陆港”，货物
可在淄博实现快速通关。

同时，淄博内陆港项目以淄博保税物流
园区为核心区，具有国家级保税物流中心功
能和政策优势，可实现国际货物生产、加
工、分拨、销售和国际货物的多式联运以及
海运公司、码头、国际货代公司信息的互联
互通，从而能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综合性
物流服务。

不少出口企业表示，在严峻的国际疫情
影响下，海外业务面临明显压力，“内陆
港”开通后，将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节约物
流成本，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利
好”。

“综合考虑，物流成本将节约 10%－
20% 。”山东中外运弘志物流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徐五林说，此前淄博的出口货物一般
要通过公路运输到沿海港口，班列运输相对
公路运输有着明显成本优势，并且遇到大
雾、大雪天气，汽车可能停运，班列仍可正

常开行。
作为山东省重要的

工业城市，“借港开
放”是淄博多年的目标
和追求。淄博市委书记
江敦涛表示，内陆港为
淄博市打造出大通关、
大物流、大开放的国际
化平台，将进一步引领
加快开放型城市建设，
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和
经济外向度，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未来的经贸竞争不再只是产品的竞

争，而是供应链等综合能力的比拼。”山东
金冠国际货运公司经理刘学英说，内陆港这
一大开放平台的建设，可使更多内陆企业拥
有“港口”优势，从而提升综合竞争力，加
速融入全球市场。

淄博市商务局表示，下一步淄博将继续
完善配套铁路场站、仓储分拨、监管场所等
基础设施，提高业务自动化水平，实现海
关、税务、货代、船公司等“一站式”服
务，吸引全市以及鲁中地区外贸企业通过内
陆港开展业务。

据了解，通过建设内陆港、开通欧亚班
列等措施，当前山东诸多内陆城市的大开放
格局正加速形成。目前，济南、青岛、烟
台、潍坊、临沂等地均已开通欧亚班列，
2019 年“齐鲁号”欧亚班列累计开行 1054
列，直达“一带一路”沿线 13 个国家 41 个
城市，初步建成东连日韩、西接欧亚、北至
俄罗斯、南到东南亚的海铁联运国际物流大
通道。

据淄博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太松介绍，去
年“齐鲁号”淄博欧亚班列累计开行 198
列，满载率 95% 以上。

内陆港的建设和顺利运营，离不开港
口的密切协作，山东港口也在借助发挥港
口资源、海铁联运、陆港建设等优势，进
一步助推内陆城市开放。据山东港口青岛
港介绍，目前青岛港已经在全国内陆城市
推动建设内陆港 16 个，在全国 33 个城市
开通 50 条海铁联运班列，“一市一线、一
地一港、覆盖山东、面向世界”的网络布
局正加快形成。

新华社沈阳 4 月 7 日电（记者邹明
仲）辽宁省产粮“状元县”昌图县老城镇
胜利村的田地里，一台秸秆捡拾打捆机正
在行进，伴随着阵阵轰鸣声，身后留下了
一包包捆好的玉米秸秆。

像这样的秸秆包，昌图县阳宇农机服
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忠华带领合作社社
员，每天开足马力能打出 5000 多包，但
依然供不应求。十里八村的养殖户想方设
法打听：“秸秆包还有没有？要是有的
话，立马买一些。”

“地里化冻超过 30 厘米深了，我们
打算 4 月中旬开犁，趁着之前这段工夫，
抓紧卖秸秆。”李忠华一边接听一个又一
个“秸秆订购”电话，一边对记者说。

每年清明节前后的整地工作，是东北
备耕期间的必修课——家家户户清理秸
秆，往田里运送农家肥，只待大地彻底回
暖，土壤解封化冻，开启春耕大潮。

李忠华所在的合作社，常年耕种玉米
面积超万亩，每亩地能打出 15 包至 18 包
秸秆，每包约 20 公斤重。“我们集中统
一打捆，最远卖到河北。多数的还是被当
地养殖户买走了，我们提供送货上门，每
包少说能赚两三块钱，有规模效益。”

与统一集中处理不同，在当地一些地
方，一家一户处理秸秆，还是让人头疼的
事情：自己拾掇费工出力，卖了又不值几
个钱；村容环境治理趋严，打下来不好储
存，引火烧饭用不了太多。

“为什么不交给你们这样的大户统一
处理呢？”记者问。

“打捆机一上地，把地压得硬邦邦
的，小种植户没大型机具，来年开春种地
就费劲了。”李忠华解释说。

在当地村民们看来，秸秆处理需要适
度规模经营，这样才能降低处理成本，再
加上肯花心思找好销路，秸秆就不再是负
担，而是资源和财富。

在距离老城镇不远的亮中桥镇，秸秆
同样抢手。记者跟着当地种粮大户盛铁
雍，来到养牛户杨勇贵的养殖场。最近，
盛铁雍已卖给杨勇贵上千包秸秆。

在这个养殖场里，数不清的秸秆包垒
成一座方形小山，饲料搅拌机正在开动，
加工着玉米、秸秆等原料， 90 多头牤牛
一边吃着饲料，一边悠闲地散步。

“看我养的这些牛，吃啥都不行，就吃你老盛的秸秆
才长膘。你的那些秸秆包，别卖给别人了，就给我一人得
了。”杨勇贵对盛铁雍说。
盛铁雍哈哈一笑，说：“我也发愁呢，每天能打出来的

有限，多少人天天催着要。可你老兄发话了，我优先给你预
备下。”

昌图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再田告诉记者，在当地，
最近养牛业比较走俏，利润可观，不少养牛户扩大存栏
量，增加了饲料秸秆需求，这给当地发展种养结合的循环
经济提供了更多用武之地。
记者从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近 5 年来，辽宁省秸

秆综合利用率逐年提高，已达到 8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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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变成“出海口”
山东加快建设内陆港推动大开放

在严峻的国际疫情影

响下，海外业务面临明显

压力，“内陆港”开通后，将

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节约

物流成本，这对企业来说

是一个重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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