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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防总维持对 5省份
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 周
圆 王聿昊） 记者 9 月 3 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 ， 国家防总目前维持针对福建 、
广东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
浙江、 广西、 海南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
急响应。 国家防总办公室向福建、 广东、
浙江三省发出提示， 督促做好台风 “海
葵” 防御和持续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3 日组
织专题视频会商调度， 与中国气象局、水
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苏
拉”和“海葵”发展趋势，调度福建、广东、
海南、黑龙江等省份，进一步细化落实防
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措施。

根据会商结果， 近期台风接连生成，
不断登陆或影响我国， 其中， 台风 “苏
拉” 逐步移入北部湾地区； 台风 “海葵”

将于 3 日傍晚前后登陆台湾岛， 逐渐靠
近福建、 广东沿海， 我国东部海区及福
建、 广东等沿海风力大， 台湾、 福建和
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或
特大暴雨。

会商要求，要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
动， 督促有关市县密切监视台风发展变
化。 要强化防台风人员避险措施，对应急
预案和防御机制进行再细化、再完善。 要
组织台风影响地区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
查整治。 要强化督促指导和应急处置，保
持应急响应状态，逐级压实包保责任。 要
密切关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等超警超保
江河水情，加强监测预报预警。

此外， 国家防总派出的工作组正在
广东阳江、 福建福州、 浙江温州等地协
助指导防范应对工作。

上海推动“工业上楼”
开工建设百亿元项目

新华社上海 9 月 3 日电 （记者 胡
洁菲） 随着创新产品持续涌现， 各行业
对产业化空间载体的需求大幅增加。 为
进一步破解生物医药制造成本高难题 ，
上海市智造空间·生物医药标准厂房及重
点项目开工仪式近日在张江创新药基地
举行， 总投资约 107 亿元， 将新增标准
厂房 61.8 万平方米。

“传统的重工业对载重等有较高要
求， 有的要求单层厂房， 生物医药产业
无需过度强调 ‘载重 ’， 因此具备 ‘上
楼’ 的条件。”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经委副
主任张彤认为， 上海各类生物医药创新
企业 “苗子” 多， “爆发式” 增长阶段
需要快速找到适配的研发制造空间， 各
类智造空间能够很好地契合这一发展规
律， 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近年来，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等创新制度在浦东先行先试， 区域生物医
药产业规模达到近 3400 亿元，诞生了全国
约 15%的原创新药和 10%的创新医疗器械。

“上海的产业空间日趋饱和， 在减量

化背景下， 推动 ‘工业上楼’、 打造智造
空间可以推动制造业从 ‘平面缩圈’ 转
向 ‘立体增长’， 提升经济密度。” 上海
市经信委总工程师葛东波说， 打造智造
空间是破解产业发展空间制约的必然途
径， 也是超大城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
有益探索， 此举将促进 “低容积率成为
高容积率、 低效用地升级高效用地、 低
端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

目前， 上海正抓紧制定相关行动计
划， 以大空间、 大载体引导大项目、 大
产业， 推动上下游配套资源集聚， 促进
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化发展。 预计到 2024
年底 ， 开工建设生物医药标准厂房近
500 万平方米 ， 其中 2023 年开工约 180
万平方米。

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智
造空间的建设和使用， 将坚持工业属性，
确保新增空间用于发展实体经济； 同时，
坚持产业地图引领， 避免一哄而上、 盲
目建设； 严格实施全过程监管， 严防后
续用途转变和 “炒楼” “炒地” 行为。

海南离岛免税新规落地 5个月
“即购即提” 购物金额超 14亿元

新华社海口 9 月 3 日电（记者 王存
福）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海南离岛免税
“即购即提”新规落地 5 个月以来，离岛旅
客“即购即提”购物金额超 14 亿元。

今年 4 月 1 日，海南离岛免税正式新
增“即购即提”“担保即提”提货方式，离岛
旅客凭有效身份证件或旅行证件和离岛
信息在海南离岛免税商店，购买单价超过
5 万元 （含 ）的免税品可以选择 “担保即
提 ”提货方式 ，对单价不超过 2 万元 （不
含）且在政策清单内的商品，按照每人每
类限购数量要求，可以选择“即购即提”方

式提货。
据海口海关统计， 新规落地 5 个月

来，海关共监管“即购即提”免税购物金额
14.62 亿元，购物件数 163 万件，购物人数
73.1 万人次。 “担保即提” 销售金额 3571
万元，人均选择“担保即提”免税单品金额
9.92 万元，政策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即购
即提”方式提货的离岛免税商品主要包括
化妆品、香水、太阳眼镜、服装服饰、丝巾、
鞋帽、箱包、尿不湿、婴幼儿配方奶粉、糖
果、剃须刀、转换插头、体育用品等。

1至 8月西藏民航运输旅客
超过 2019年同期

新华社拉萨 9 月 3 日电（记者 田金
文）记者从中国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获
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中国民
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共保障航班起降
3.99 万架次、运输旅客 458.2 万人次、完成
货邮吞吐量 3.1 万吨 ， 分别同比增长
17.6%、51.0%、11.7%，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的 113.5%、118.8%、113.4%。 其中 ，8 月 5
日，运输旅客 2.86 万人次，创西藏民航通
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每年 7月、8月是游客进藏的最佳时节之
一，进入暑期以来，西藏旅游市场持续火爆。

记者在西藏布达拉宫广场、 大昭寺、
八廓街等拉萨的热门景点实地走访发现，
布达拉宫、大昭寺、西藏博物馆等热门景

点门口，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排队进入。
“西藏一直是我想来的地方， 这里太

美了，蓝天白云让人向往。 ”来自湖南的大
学生丁茹说，趁着暑期，她和朋友来西藏
已经去了布达拉宫、 西藏博物馆等地游
玩，还要去珠峰等地。

据中国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统计，
今年暑运期间，拉萨贡嘎机场共起降航班
9165 架次，日均起降 148 架次，同比去年
增长 2510 架次，增幅为 37.7%；共完成旅
客吞吐量 122.9 万人次， 日均旅客吞吐量
1.9 万人次， 同比去年增长 56 万人次，增
幅为 83.8%； 共完成货邮吞吐量 8494.9
吨，日均货邮吞吐量 137 吨，同比去年增
长 1060.8 吨，增幅为 14.3%。

秋冬季警惕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专家提示及时识别并就诊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记者 董瑞
丰）持续发热 、剧烈咳嗽不止……近期 ，
多地报告了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病例 。
专家 3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近两年尤其今
年在我国一些区域流行， 有少数家庭或
班级聚集发病情况， 要提醒儿童注意防
护， 有相关症状者应及时识别并到医院
就诊，但该病不属于传染病，不会出现大
规模流行。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呼吸专科联盟组
长、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科主任赵顺英介
绍，肺炎支原体肺炎是我国儿童常见的呼
吸道感染性疾病， 有季节发病的特征，多
见于 5 岁及以上儿童，但 5 岁以下儿童也
可发病。 该病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
现，可伴有头痛、流涕、咽痛、耳痛等，部分
患儿有喘息表现，以婴幼儿多见。

该病症状容易与感冒等疾病混淆，如
何区分辨别？ 据介绍，除了结合临床和影
像学表现以及病原学、血清学检查来判断
之外，一个简单方法是观察患儿的咳嗽情
况。

“该病有一个特点， 一般会出现阵发
性、成串的咳嗽，早期为干咳，咳嗽比较剧
烈，甚至影响到吃饭和睡眠。 ”赵顺英说，
如果患儿出现发憋、 喘不过气的症状，家
长可以用力拍其后背，清理气道，然后尽
快到医院就诊。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是否会引发“白
肺”？ 赵顺英解释，这类肺炎可能会带来黏
液栓堵住支气管，进而引发“肺不张”，即
肺的含气量减少， 造成影像学上的 “白
肺”。 通过拍背排痰、药物祛痰、支气管镜
治疗等手段， 患儿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治
愈，基本不会引发生命危险。

增效率 降成本 促发展
———2023年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成效明显

“8.2 吨的药品从飞机落地到运进
企业 ， 总共只用了 4 小时 。 相较于
原先从其他机场进口 ， 整整提速 1
天以上 ， 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家门口
通关的便利 。” 近日 ， 无锡阿斯利康
制药有限公司供应链总监王园很是
感叹。

据悉， 受益于 “提前申报+机坪
直提” 快速通关模式， 公司自美国进
口的糖尿病药物半成品 “安达唐 ”，
飞抵苏南硕放国际机场后， 在机坪旁
的温控区域即可完成理货， 经南京海
关所属无锡海关快速审单放行， 第一
时间从机坪直接装车运往企业。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提升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实现外贸促稳提
质目标意义重大。 今年 4 月， 海关总
署牵头召开 2023 年促进跨境贸易便
利化专项行动部署会 ， 在 12 个省份
17 个城市集中开展为期 5 个月的专项
行动。

开展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
动， 是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全力营造
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口岸营
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在去年专项行动
基础上， 今年的专项行动将参与城市
扩容至大连 、 石家庄 、 南京 、 东莞 、
海口等 17 个重点口岸城市 ， 海关总
署等六部门围绕进一步打造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示范高地联合推出 5 方面 19

项改革创新举措。
眼下， 进程已过大半， 在日前举

行的海关总署例行记者通报会上， 海
关总署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党
晓红表示， 各有关省市政府、 海关总
署广东分署及 15 个直属海关等单位
高度重视， 结合实际出台各具特色的
配套措施。 “目前， 专项行动已经取
得明显的阶段性工作成效。”

具体来看， 这些成效主要体现在
五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深化 “智慧口
岸” 建设， 推动口岸数字化转型； 二
是进一步支持外贸产业升级， 推进新
业态健康持续发展； 三是进一步提升
跨境通关物流链安全畅通水平， 助推
国内国际 “双循环” 发展； 四是进一
步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合规费用， 为
企业减负增效 ； 五是进一步多措并
举 ， 提升广大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

拓展 “单一窗口” 服务功能、 积
极探索空港口岸进口货物机坪 “直
提” 模式、 推进智慧化一站式口岸监
管服务应用试点……在今年的专项行
动中 ， 以 “智 ” 提质 ， 高标准推进
“智慧口岸” 建设成为一大亮点。

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姜昕表示 ，
作为外贸大省， 江苏省围绕优化通关
流程、 推动智慧口岸建设和数字化转
型等重点工作， 在全省开展的促进跨

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已经取得阶段
性成效： 前 7 个月， 全省口岸外贸吞
吐量 3.49 亿吨， 同比增长 12.86%； 外
贸集装箱总量为 651.31 万标箱， 同比
增长 8.77%。

支持外贸产业升级、 加快贸易新
业态发展有利于激发外贸主体活力 ，
促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黄岛口岸是山东省最大的海关监
管作业现场，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黄
岛海关在原有 “云港通” 智慧查验平
台的基础上 ， 优化平台查验排序规
则， 实现重点保障鲜活易腐农产品及
高级认证企业货物、 出口赶船货物优
先查验。 自系统优化以来， 农产品平
均查验时间缩短 31％， 即使在非工作
日或是下班时间， 都能实现随时网上
预约 ， 进出口企业获得感进一步提
升。

通过试点 “保税+ERP” 监管改
革、 优化跨境电商等监管模式， 海关
监管效率大幅提高 ， 进出口产品数
量、 货值大幅增长 。 今年 1 至 7 月 ，
天津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达 441.3
亿元， 同比增长 15.1%； 宁波首创跨
境电商出口前置仓监管模式， 跨境电
商特殊区域出口货值 11.42 亿元。 北
京、 石家庄等地海关大力推行海外仓
审核业务网上办理， 保障跨境电商出
口商品 “出得去 ” “退得回 ”， 让企

业 “出海” 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在外贸活动中， 有效控制成本是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的有
力手段 。 作为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港
口， 深圳港有着丰富远洋船舶航线资
源， 但也存在港口腹地和周边配套不
足等问题， 为此深圳海关与大湾区各
直属海关开展协同监管， 拓展 “大湾
区组合港” 辐射范围， 目前已累计开
辟航线 35 条 ， 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
地城市全覆盖。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刘红表
示， 粤港澳大湾区 “组合港” “一港
通” 模式通关流程精简， 整体物流成
本显著降低。 货物在各码头间直接通
过水路调拨 ， 全程只需要 “一次报
关、 一次查验 、 一次放行 ”， 可实现
24 小时运输不停歇。 今年前 7 个月，
合计已有 27 万标箱货物通过相关模
式运输， 享惠企业超过 6000 家， 为企
业节省物流等相关成本超过 1.6 亿元。

党晓红表示 ， 今年以来 ， 各地 、
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
策措施 ， 持续推动清理规范口岸收
费。 “通过共同努力， 我们巩固了为
企业减负增效成果， 提升企业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下一步， 我们还将继续
努力， 让企业有更好的体验。”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 邹多为 丁 乐）

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举行
九·三主题活动

9 月 3 日， 各界代表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8 周年纪念活动中敬献鲜
花。

当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8 周年纪念
活动。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
代代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官
兵代表、 青少年代表、 紫金
草志愿者代表和纪念馆馆员
代表等通过敬献鲜花、 诗歌
朗诵、 合唱等形式， 铭记历
史， 缅怀先烈。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从数字贸易新技术、 新应用、 新服务看创新风向标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综合展区高

通展台， 全球首个可以完全在安卓智
能手机上运行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正
进行终端侧演示， 它能迅速理解用户
用自然语言描述的需求， 用时不超过
15 秒。 在 2023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上， 围绕全球数字贸易领域前
沿趋势、 最新成果和解决方案的一批
新技术、 新应用集中亮相。

“未来由数字技术驱动更加广泛
的服务贸易市场值得期待。” 在 2023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系列高峰
论坛之一的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
高峰论坛上， 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
孟樸表示， 新技术、 新业态和新场景
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服务可贸易性 ，
为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增添了新的机
遇和活力。

2022 年 ，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万亿元，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占
GDP 比重 41.5%， 数字经济日益彰显
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无穷的创新活
力 ， 数字消费 、 智能制造 、 5G 应用
等数字技术不断推陈出新， 一批批数
字产业龙头和专精特新企业脱颖而
出，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数字化 、
智能化浪潮正在加速融入经济社会的
各个领域。 在北京首钢园区电信、 计
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 这个面积约 2
万平方米的科技乐园 ， 展示了众多
VR 技术、 视觉 AI、 裸眼 3D 等新技
术。 物联网创新企业京东方研发的数
字人体 3D 智慧健康交互终端吸引了
众多参观者 。 这一科技创新成果以
3D 数字孪生为核心技术 ， 通过数据
结构化处理、 Al 智能算法分析与多模
态建模， 生成用户个性化的 3D 健康
档案 ， 目前已在健康小屋 、 健管中
心、 康养地产等多个智慧医疗场景落
地。

在北京首钢园区工程咨询与建筑
服务展区 ，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家
居、 智慧城市、 智慧工地等方面的新
应用集中展出。 数字建筑平台服务商
广联达是一家为建筑业提供数字化软
硬件产品、 解决方案及相关服务的企
业。 展厅工作人员介绍， 通过引入 AI
蜂鸟系统， 由摄像机对工地状况进行
实时录制， 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帽佩
戴检测识别 、 反光衣穿着识别等 10
余种 AI 算法 ， 实时分析 、 自主识别

安全隐患， 智能广播联动、 实时纠偏
预警、 提升人员安全系数， 从而提升
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智慧护理大屏、 多中心护理工作
站、 手术机器人及远程手术……智慧
医疗的 “科技范儿” 也随处可见。 在
北京首钢园区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北京
协和医院展位， 膝关节手术机器人颇
为显眼。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膝
关节手术机器人是我国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并获批上市的产品， 北京协
和医院牵头全国多中心已完成 1800
余例机器人辅助全膝关节置换手术 ，
取得良好效果。

数字的技术和价值， 还体现在实
体经济的商品和服务上。 在北京首钢
园区 11 号馆的亦庄控股展区 ， 一辆
新能源无人冰激凌车前人头攒动， 只
需手机扫码就能自助购买。 车身有 4
个独立货箱和 1080p 高清显示大屏 ，
一方面可以通过售卖多样化的冰激
凌、 雪糕等， 为用户提供触手可及的
服务； 另一方面也为零售品牌打造了
移动名片。 目前该款无人冰激凌车已
在北京奥森公园、 798 艺术区等多地
落地运营。

记者了解到， 展出的虽然只是一
款冰激凌车， 但是这一车型目前已在
日本 、 泰国 、 新加坡等全球 13 个国
家和地区落地应用， 应用于不同场景
的无人配送服务中， 通过人机协同实
现降本增效， 非常受海外用户欢迎。

服务于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
的多功能智慧路杆也在此次服贸会上
亮相。 “智慧的路、 聪明的车、 实时
的云、 可靠的网、 精确的图， 在一辆
无人自动驾驶车畅行的背后， 是数字
化基础设施建设、 实时交通流量多源
数据采集、 智能平台搭建的大数据闭
环支撑。” 展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 这
些数字化前沿技术的应用正在赋能智
慧交通与城市治理。

在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
论坛上，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江小
涓表示， 数字全球化以更低的成本链
接全球消费和生产， 推动全球合作创
新发展，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数
字产业参与数字全球化有较强的竞争
力， 要积极参与进程， 提高贸易投资
和创新合作的效率 ， 并创造新的模
式。 （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 赵文君 张漫子 李 恒）

“千名院士·千场科普” 行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 9月 3日电（记者 张

泉）由“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
开展的“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行动 9 月
2 日在京启动， 旨在向全社会更好传播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
神，以高质量科普为科技创新培植沃土。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千名院士·千
场科普”倡议书，号召两院院士做国家
科普事业的引领者、 社会精神文明的
创建者、 高质量科普的示范者和国际
交流合作的带动者， 以每年千名以上
两院院士参与千场以上科普活动为目

标，讲好中国创新故事。
当日举行的 “千名院士·千场科

普”首场报告会上，武向平、丁奎岭、邵
峰、姚檀栋、梅宏、高德利 、金涌、孙凝
晖等 8 位两院院士作了天文、地理、生
命、信息等领域的科普报告。

据悉，2002 年，中国科学院联合中
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国工程院、中
国科协，共同发起了“科学与中国 ”院
士专家巡讲活动， 至今已在全国开展
科普活动 2000 余场次，有力推动了我
国科普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