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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累计完成跨境电商
进出口清单4779.6万单，货值44.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7%、
114%……

这是位于河南省的郑州新
郑综合保税区上半年跨境电商
交易的成绩单，数据一经公布便
引发业内关注：在国际贸易受到
疫情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这个位
于中国中部的综合保税区跨境
电商交易为何能逆势猛涨？

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交易
猛涨的背后是入驻电商企业数
量的猛增。来自新郑海关的数
据显示，2019年以来，在新郑海
关新增注册跨境电商企业 114
家，已入驻企业包括速卖通、亚
马逊等国际知名跨境电商平台。

电商企业的增多对交易的
逆势增长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但对跨境电商平台的吸引力却
是这个保税区的“速度”！

“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购物
看中的是方便快捷，如果通关
慢、物流不畅，消费者就会选择
其他平台。”唯品会海淘仓关务
负责人说，选择落户新郑综合保
税区就是看中了这里的通关服
务和物流网络。

通关速度有多快？“掐表”秒
通关。据了解，跨境电商贸易包
括保税进口和一般模式出口。
跨境电商企业会根据过往市场
需求数据在保税区设立仓库提
前备货，在接到订单后立即取货
申请通关，经海关核验通关后安
排物流发货。

新郑海关办公室主任俞浩

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上半
年平均日处理跨境电商单量仍
超过26万单，一方面，海关根据
跨境电商企业的个性需求提供
定制服务，例如根据申报物品品
类、申报高峰等合理配置海关监
管资源；另一方面提高信息化水
平，动态调整跨境电商通关系统
参数，严格监管，从而实现低风
险商品快速放行、禁限类等重点
商品精准布控，体现“严密监管
也是服务”的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背
景下，新郑海关近年来力推的
“E点通无纸化通关”彰显出明
显优势，通过一系列改革创新，
取消企业现场递单、海关纸质
审核签批等环节，改为电子数
据传输、线上审核验放，既保障
了通关效率，又最大限度避免
了人员接触。

除了通关快速，物流便捷也
是吸引电商入驻的重要因素。
中外运跨境电商物流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负责人蒋峥介绍，郑
州是中国中部的交通枢纽，近年
来新郑机场货运体系越发完备，
中欧班列（郑州）开行不断加密，
郑州及周边地区铁路、公路网密
布，为货品快速集散提供了有力
支撑。

据新郑海关统计，今年上半
年，该关共监管空运包机 73架
次，清单 393.2万单，货值 1.9亿
元；监管“菜鸟号”等中欧班列
74班次，清单 1556.9万单，货值
2.7 亿元；监管邮路出口包裹
12.9万个，货值1182.7万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昨日下午，市委副书记、
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执行副组
长周富强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
就市场监管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惠济
区中原四季水产物流港、纬四
路农贸市场、二七路丹尼斯大
卫城等地，实地察看批发市场、
零售市场、超市等地疫情防控
相关工作，特别是冷链食品储
存条件、环境卫生、物流运输、
消杀程序等情况。

周富强说，疫情防控是一
项艰巨又持久的工作，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升认

识、夯实责任，强化疫情防控
常态化监管，守护人民群众
健康安全。

周富强要求，要高度重视、
积极防控，进一步强化市场常
态化疫情防控，加强对人员、车
辆管控及防疫检测，对重点产
品尤其是进口肉类溯源检查，
加大农产品追溯及质量检测体
系建设力度，健全农产品质量
安全体系。要完善制度、强化
管理，健全完善卫生管理制度，
加大对公共设施的日常消杀，
保证市场卫生整洁，更好地服
务人民群众健康。要深入宣
传、强化教育，引导社会大众尤
其是餐饮等服务行业人员戴口

罩、勤洗手，加强公共场所、容
易滋生病毒细菌场所的消毒杀
菌，确保公共卫生安全，织密织
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网。要加强
执法、严查严管，保持高压态势
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
步维护防控时期行业秩序。
要统筹兼顾、凝聚合力，把疫
情防控和文明城市创建、卫生
城市创建工作结合起来，奋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切实提升城
市治理水平，改善百姓人居
环境。

市政协副主席、市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王万鹏一同调研。

发展夜经济 我省明确八大任务
建设24小时书店、培育200个以上夜间消费示范聚集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鼓励建设24小时
书店，鼓励公共体育健身设
施24小时开放……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印发《关
于促进夜经济发展的指导
意见》，鼓励各地发力夜经
济，助力全省消费增长。根
据《指导意见》，我省将以城
镇为重点，培育一批以观光
游憩、文化体验、体育健身、
特色餐饮、时尚购物为主
题，夜食、夜购、夜游、夜健
等多业态并举和辐射带动
能力强的夜间消费聚集示
范区。

统筹做好夜经济发展布
局 包括将推动夜经济发展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和街区改造提
升计划，划定发展夜经济重点
区域和主要街区，力争到 2022
年，全省建设若干个区域性夜
间消费中心城市和2～3个国家
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繁荣发展夜间餐饮消费
包括培育一批特色餐饮品牌和
夜间特色餐饮消费街区，鼓励
引进国内外品牌餐厅、知名酒
吧等，发展一批“深夜食堂”。
组织举办各类啤酒节、美食节、
小吃节等活动，培育 1～3 个夜
间特色餐饮消费街区。

繁荣发展夜间文旅消费
鼓励有条件的旅游景区在保证
安全、避免扰民的情况下开展
夜间游览服务，推出夜晚特色
休闲娱乐项目和夜游精品线
路。鼓励建设24小时书店。建
设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推动
各市及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培
育形成 1~2 个具有较强辐射带
动能力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繁荣夜间购物消费 鼓励
大型商场、超市、批发市场延长
营业时间，支持建设夜间购物
街区和布局24小时便利店。开
展夜间推广、打折让利活动，丰
富夜间购物体验。

繁荣夜间体育健身消费
包括发展一批具有规模效益
和市场影响力的体育健身服
务综合体，鼓励体育健身设施
延长营业时间，引导和鼓励开
展夜间群众体育健身活动，鼓
励公共体育健身设施 24 小时
开放。

丰富夜间消费特色 包括
优化文化旅游演艺项目，提升
夜间消费供给品质，打造文化
创意与科技融合的文化娱乐项
目，鼓励各市县培育本地特色
消费等。

培育夜间消费示范聚集
区 整合餐饮、购物、文化娱乐3
个最具消费潜力的消费业态，打
造一批集聚效应明显、示范效应
显著的夜间消费聚集区，到2022
年，全省要培育200个以上各类
夜间消费示范聚集区。

推动夜间消费数字化升
级 加快各大商圈、传统美食街、
夜市街区等场所智能终端设施
建设和数字化改造，将夜间聚集
消费区打造成为智能一体化消
费体验区。鼓励开展夜间消费
直播、云游览等非直接接触消费
体验，发挥在线消费、直播带货
等新兴产业的促销引流功能。

市领导调研市场监管疫情防控工作

强化疫情防控常态化监管
守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上半年跨境电商业务逆势猛涨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如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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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昨日下午，市政协主席
张延明一行来到郑州大学，会见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宋争辉，走访
董子钢、刘庆柱等专家学者，就政
校协作、助力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和黄帝文化传承发展交换意见。

张延明说，郑州大学是实力
雄厚的大学，近年来在引进国内
国际一流人才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则是由
国家相关部门与河南省联合主
办、郑州市承办的一项重要文化
活动，在宣传黄帝文化、凝聚全

球华人华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郑州市非常重视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活动，在连续多年成
功举办后，计划进一步提升拜祖
大典规格，完善黄帝故里园区规
划建设，加大在海外侨胞中的推
广力度，扩大拜祖大典影响，努
力把黄帝故里打造成为“全球华
人拜祖圣地，中华民族精神家
园”。希望郑州大学的专家学者
多多出谋献策，共同努力，把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办成更具权威、
表现形式更新颖、更被广泛认同
的盛大文化庆典。

宋争辉表示，郑州大学创
建一流大学和郑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是相辅相成的。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是郑州的一件大
事，郑州大学将全力以赴，组织
权威专家，为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在活动策划、学术支撑、志愿
服务、文化推广等方面提供支
持，希望进一步加强郑州大学
与郑州市的联系，努力实现郑
州大学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
协同发展。

市政协副主席吴晓君一同
会见。

政校座谈交流助力
黄帝文化传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