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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海关民生路报关大厅，巴斯夫（中

国）公司出口关务负责人李女士日前拿到“中

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凭借这张证

书，他们的化工产品将以零关税进入印尼市

场。作为上海关区首批AEO高级认证企业

和总部经济试点企业，巴斯夫（中国）及其下

属企业可享受海关提供的税收征管一体化绿

色通道。今年前10个月，浦东海关累计受理

巴斯夫（中国）申报进口货物4000余批次，为

其下属企业办理原产地证书5839份。“这让

企业更有信心扎根浦东、扎根上海”。

同样是总部企业，奇华顿日用香精香料

（上海）有限公司也享受到了上海海关推出的

多项支持措施。在参与海关推进的集团保税

监管模式改革创新试点后，企业实现了保税

料件在集团内的自由流转，企业生产资源和产

能分配更加合理。今年以来，企业集团加工贸

易进出口货值达2.73亿元，同比增长逾2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海海关发

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关监管体系，通过机

制创新全力推动浦东引领区等重大国家战略落

地落实，全力支持上海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让更多外企看好中国、留在上海

跨国企业总部数量是反映区域经济的一项

重要指标。据统计，上海累计认定的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达877家，外资研发中心累计523家，

上海已成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聚

地区。其中，浦东新区累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413家，几乎占全市半壁江山。

面对总部企业的共性与个性化需求，浦东

海关探索创新监管模式，为企业总部提供精准

化、精细化监管服务。对于企业共性需求在“面

上解决”：比如，开设专窗受理相关业务，提供全

天候、门到门查检服务；举办总部企业海关政策

宣讲会，帮助企业用足用好税收政策；指导总部

企业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原产地规则，享受零关税优惠政策。

同时精准施策，增强外资企业投资上海、看好中

国的信心。

以总部位于浦东的奇华顿为例，浦东海关

对其实施“快速放行”监管模式试点，让“才下口

岸，就上产线”成为现实。同时，提出税政调整

建议，帮助企业生产原料胡椒薄荷油和橙油进

口关税税率由20%降至10%，单此一项每年可

减税数千万元。

“海关为总部企业提供了跨境通关、税收征

管、查验放行等业务的归口受理一体化绿色通

道。”浦东海关关长盛甫斌说，众多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将浦东视为其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核心环

节，高能级研发中心、全球事业部和亚太区总部

纷纷落地，总部能级持续提升。今年，浦东新区克

服各种挑战，又新增了24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送“策”上门，提升服务办实事

“一次检查”“多查合一”，优化行政执法资

源利用，莘庄海关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干

扰。辖区内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对

“属地查检与稽核查执法联动”试点举措频频点

赞。“车间不用因为迎检而停产，增加产值让企

业受益颇丰。”

莘庄海关创立“聚力莘服务”，推行精准助

企纾困，开展“云调研”“云交流”“云答疑”，积极

回应解决企业通关监管中的诉求，凝聚起重点

企业高质量发展潜能动力。针对性指导企业办

理“云审批”，享受“全程网办”“容缺办理”等便

利化措施，线上线下一体化办理583批次。

对于大型船舶，上海海关量身定制加工贸

易监管方案，全程跟进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项目，

开辟专用通道，实现船用物资“零等待”，大批量

进口设备“随到随检”，进而保障进口的特殊配

套船用物资能按期装配，助力中国船舶制造业

实现从大到强的高质量转型升级。

上海海关一系列创新举措助力本市外贸交

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今年前10个月，全市

外贸进出口总值累计3.4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5.3%，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比重10%。

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表示：“上海海关要在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上走在前、作表

率，以战斗者、创新者、服务者姿态全力服务一

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在上海落实落地，不断增强

制度供给能力，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持续积

累实体制造业、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新的比较优势，为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开放发展、

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海关智慧和力量。”

上海海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关监管体系，助力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

创新监管让“才下口岸就上产线”成现实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浦
东新区北蔡艾南、南新“城中

村”改造项目迎来最新进展。

作为一期规划中的保障房项

目，可提供 854套保障房的

“池上锦苑”这几天正陆续交

房，不少村民第一时间拿到了

新房钥匙。

“池上锦苑”保障房项目

由上海浦开集团下属投资企业

上海浦东地产公司承建，总用

地面积超4.5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满足

了艾南、南新村原1200余名

村民回迁安居的需求，同时可

为浦东新区其他项目居民搬迁

提供部分优质房源。

据介绍，为了提升项目品

质，浦开集团此次在规划设

计、内部景观和建筑布局方面

下了不少功夫。例如，在小区

内，自西向东设计修建了一条

6米宽的人行通道，贯穿整个

项目、连接西侧南新二路与东

侧的锦绣路辅道，方便居民在

家门口散步、休闲。

“施工的时候，我就经常

会回来看一看，盼着搬入新

房的这一天，”拿到新房钥匙

的居民张先生满脸喜悦，他

们一家三口之前一直租住在

附近小区，看着新房子一天

天“长”高，“与过去脏乱差

的‘城中村’相比，新小区的

生活环境质量大大提高了，住

进这里，感觉未来的日子也会

更有奔头”。

“城中村”改造，是市民

人居环境改善、城市功能完

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城市产业布局

的一项综合性民生工程，对

于城市发展、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引领区建设有着重大

意义。

为推动乡村振兴，浦开集

团把“城中村”改造作为切入

点，承担浦东新区保障房开发

建设竣工、在建、拟建的项目

共18项，涉及北蔡、周浦、

大团、宣桥、新场等镇；总建

筑面积190万平方米，总投资

约330亿元，2023年度投资额

72.3亿元，建成后将提供1.75

万套住房。未来几年，这些原

本脏、乱、差的“城中村”将

一一改造建设成为品质高、质

量好、特色鲜明、宜居性强的

现代化社区，努力提升老百姓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

浦开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北蔡“城中村”

建设将继续秉持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宗

旨，积极打造浦东中环周边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以最

好的资源服务人民、满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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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 昨天上午10点，随着最后

一相输电导线横跨长江、在204米高的输电铁塔上紧固

到位，上海崇明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完成长江大跨越段

架线施工。至此，这一长三角区域能源一体化发展关键

性工程攻克了其施工最大难点。

记者从国家电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获悉，崇明500千

伏输变电工程是上海电网“十四五”初期的重大新建项

目，起于江苏南通海门区的500千伏东洲变电站，止于

上海的500千伏崇明变电站，整个项目建设历时两年

半，计划2023年底正式投运。届时，上海崇明地区将

获得74万千瓦的新增供电能力，实现电网电压等级由

220千伏到500千伏的“提档”。同时，上海、江苏之间

的电力交换能力将提高20%，不仅可以更好满足区域电

力平衡的需求，也将显著提升长三角电网的互联互通和

一体化发展水平。

据国网上海电力介绍，此次崇明长江电力大跨越施

工是迄今长江沿线最东端的电力跨越，也是上海电网目

前跨越塔高度最高、跨越距离最长的电力跨越工程。线

路跨越长江段南北两岸，跨距1690米，北岸跨越塔建

在农田之中，南岸跨越塔立在滩涂之上，考虑到两岸绵

软的地质和地形地貌，此次工程设计了高204米、重

1363.2吨的“超高”“超重”输电铁塔。

同时，由于跨越档距大、江上能见度差且绳索在瞬

间的弧垂变化量大，施工受风力影响更大、放线工期更

长、精确性要求更高，架线施工综合难度极大。“自11

月24日起，项目建设团队先采用无人机自北向南飞跃

长江两次，完成两条直径为3毫米的导引绳的展放，再

通过带张力展放，将导引绳拖曳为牵引绳，通过牵引绳

拖曳，逐步完成最终24条直径为35毫米的特强钢芯铝

合金绞线展放。”上海送变电工程公司东洲-崇明500千

伏线路工程（上海段）项目经理李轶群介绍说，架线全

程还应用可视化智能牵张放线系统、自动化压接设备等

新设备，进一步提高精确度和作业效率。

不仅如此，两个牵张场地还进行了智能化升级，

以数字化手段对工程进行全过程管控。据国网上海建

设咨询公司业主项目经理夏严峰介绍，本次架线采用

“无人机+增强现实”技术，管理人员在地面就可以对

高空关键作业点进行监控，确保现场作业安全、质量管

理无死角。

根据计划，此次长江大跨越段完成导线展放后，国

网上海电力后续还将在崇明岛内新建64基一般线路铁

塔，完成连接至500千伏崇明站的最后一环。同时，

500千伏崇明站内的设备安装等工作也将加快推进。

长三角“能源动脉”攻克最大施工难点

崇明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实 现“ 长 江 大 跨 越 ”

2002年12月3日，国际展览局投票决定

2010年世界博览会由中国上海举办，而今年

12月3日，正好是中国申博成功20周年。

可以说，上海世博会在历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对中国、对上海的意义都无比

重大：回溯历史，它是发展中国家首次举办综

合类世博会，为世界博览会注入新的活力；展

望未来，它为城市发展留下了具有传承意义

的精神财富。

在申博成功20周年之际，借新书《世博

与我》的出版，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常

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

民，听他说说上海世博会给我们留下的有形

改变和精神遗产。

在众人回忆中重现世博会全过程

周汉民主编的《世博与我》切口很小，叙

事又很宏大。说小，是因为这本书由近80位

作者合力完成，以个人回忆方式讲述世博会

的点点滴滴；说宏大，是因为叙事前后跨度有

40年，重现了世博会从早期酝酿、申办，到筹

办、举办，再到世博会后再开发的全过程。

“中国有此念，始于上世纪80年代。”

周汉民回忆，1984年，参加过大阪世博会

组织工作的日本友人堺屋太一来上海访问时

提出，世博会对主办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世

界观的提升带来重大影响。在夏禹龙的开篇

文章里，世人看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老

市长汪道涵开始对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一些思

考，从此，上海有专人团队研究并为此付诸

努力，“可以说，世博会从有此意到有此

论，从有努力到最后成功，一些细节，如果

没有当事人的回忆，可能就湮没在过往的尘

埃中了。”

2001年5月2日，时任驻法国大使吴建

民代表中国正式向国际展览局递交申请函，

提出要申办2010年世博会。周汉民曾出任

中国驻国际博览局代表，常驻巴黎，也是国际

博览局历史上的第一位专职代表，他回忆了

与吴建民大使一起申博13个月的诸多工作

细节。特别是2002年12月3日在蒙特卡洛

惊心动魄的决战现场，经过4轮表决，中国最

终在与波兰、墨西哥、俄罗斯和韩国的竞争

中，赢得了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

2010年5月1日，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

上海开幕，10月31日闭幕，距今已有12年。

在周汉民看来，世博与我们，是这座城市全面

与世界融合的过程，也践行了中国的庄严承

诺：世界给中国一次机会，中国将还世界一片

异彩。

世博会推动城市有形可触摸

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了一个标杆。此

后，意大利、阿联酋办过综合类世博会，韩国

和哈萨克斯坦办过专题类世博会，但人们首

先会把上海作为一杆标尺。周汉民认为:“上

海世博会的创新，是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主题，展开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尤其是在当下世界进入80亿人口大关，当全

球的城市化率接近63%、中国的城市化率超

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世博会的作用就更

加明显。”

世博会留下了什么？在周汉民看来，它

留下了很多传承。比如，它强调“以人为

本”——2010年世博会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

设置残疾人馆的世博会；它强调科技创新、绿

色环保——当时所使用的新能源汽车、太阳

能建筑、绿色墙体，都是如今“双碳”战略的提

前实践；它强调文化多元，190个国家和地

区、56个国际组织其乐融融，展示人类社会

共同奔赴美好生活的努力。

世博会留下了很多有形资产。周汉民

说，当年世博园区相当部分场馆如今都被重

新利用，许多场地被重新规划，世博园区绿地

蜕变成世博文化公园，推动城市更新，体现出

这座城市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应有的创新理念、人文精神和生态风貌。

过去12年间，世博会推动了更多有形可

触摸的变化，让上海打开胸襟，更加国际化。

周汉民表示，从世博开始，上海大力推进地铁

建设，运营里程从2002年的不足100公里到

今天的800多公里，保有量世界第一；当年，

5.28平方公里世博园区范围内1.8万户居民

和272家企业整体搬迁，为如今上海中心城

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全面收官打下

扎实根基。

这一切充分证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的主题一直在延续，一直在深化。

无形的精神遗产更值得发扬光大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

应当从哪里开始。相比有形的变化，无形的

精神遗产更值得发扬光大。

在周汉民看来，世博会对世界最重大的

贡献之一，就是留下了“世界城市日”这一精

神财富。世博会所发出的《上海宣言》，首次

提出设立“世界城市日”的倡议。经过不懈努

力，联合国决定自2014年起将每年10月31日

设为“世界城市日”，明确“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的主题，让世博会的精神遗产更加厚实生动、有

血有肉。

从去年开始，世界城市日的主场回到上

海。周汉民关注到，每年的主场活动都会强调

一个主题，与世界同行，是中国的国家责任。每

年的世界城市日都会发布一本城市手册，全方

位考验、考量、考察城市发展的肌理，如经济、工

业、环境等发展，也时刻提醒着人们，来到城市

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于上海而言，世博会留下的精神价值更为

丰富。从2010年的世博会，到2018年开始举办

的进博会，很多理念都一脉相承，是世博精神的

延伸和拓展。在首届进博会举办前，周汉民就

提出沿用世博会的经验，设立志愿者服务，最后

被采纳，“上海已经形成了志愿者精神，只要有

需要，就有志愿者凝聚起来，形成‘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的效应。”

他说，世博会留下的所有无形价值都围绕

“让生活更美好”而展开。在城市发展理念上，

“一江一河”岸线贯通开放，昔日“工业锈带”变

成如今“生活秀带”，实施“千座公园”计划，天更

蓝，水更清，空气和水环境质量均创有监测记录

以来的最好水平；在政策发展上，上海提出城市

软实力建设，“让在这里的人引以为豪、来过的

人为之倾心、没来过的人充满向往”……这些都

与世博会的基本理念相一致。

周汉民至今仍记得，2002年12月3日在蒙

特卡洛与中国同台竞争的4个国家最后都热情

参与了上海世博会，其中，韩国和俄罗斯建设了

6000平方米的最大展馆。这也是世博会留下

的关于开放与合作的启示，世博精神不仅仅是

上海的、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今年12月3日是中国成功申办上海世博会20周年，本报记者采访
《世博与我》主编周汉民，谈上海世博会精神遗产——

世博精神不仅是上海的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受下半年首个强寒潮影响，申城部分地

区昨天飘起雪花，冷风侵骨，路人行色匆匆。

昨天19时，闵行区救助管理站站长郭晓明钻

进一辆写着“救助专用”字样的面包车，开始

巡街。应对来势汹汹的寒潮，民政、公安、城

管等部门联合组成专项救助巡查队伍，在街

头实施应急救助。

同时，街面、公交站、社区综合活动中心，

城市角角落落纷纷开出“温暖驿站”。各类温

暖要素齐备，一杯姜茶、一杯热水或是一碗泡

面。在一股股升腾的热气中，“速冻”的上海

街头始终流淌着暖意，充盈着关怀。

社区暖心服务“不断档”

傍晚时分，天空飘起了雪珠子。徐汇区

天平街道嘉园新时代文明实践公共客厅里，

却热气蒸腾。灶台小火上，一大锅红枣赤豆

汤煮得咕咕冒泡，赤豆、红枣、桂花经过4小

时慢炖后甜香四溢。一群头发花白的志愿者

手上不敢停：一碗三大勺，将赤豆汤打好包，

他们要送到户外志愿者手上，“赶着热乎的，

让他们暖暖身子”。

宝怡乐志愿者发起人、“宝宝阿姨”孙鸿

银从前一天就准备食材。“红豆浸泡一夜，酥

酥糯糯口感好。”待到14时准时炖上，焖到18

时刚好出锅，送到寒风中值守的各类社区志

愿者手中，“既保证热气腾腾，也不烫口。”

这样的举动已经坚持了十多年，周边居民

早就知道：“过年过节、高温寒潮，宝怡乐社区志

愿者团队总要带点菜、点心来看看大家的。”孙

鸿银说，“比点心更重要的是心意，让那些服

务社区居民的志愿者们也会被照顾妥帖。”

“摊开时是一张毛毯，能盖在身上御寒，折

起来、拉上拉链，就成了靠垫，能垫在腰部舒缓

酸痛。”昨晚，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安丘社区干部

特地带上抱枕毯去看望尚老伯夫妇。这是一户

纯老家庭。老人最近身体欠佳，因气温骤降感

觉腰疼，社区干部特地送去了防寒物资。送上

暖心礼物时，社区干部还叮嘱老人及时查看水

管设备、用电安全，并帮办社区事务等。

全市各为老服务机构也迅速行动起来，静安

区共和新路街道，社区长者照护之家工作人员提

前查看各楼层空调制热功能、浴室暖风功能，保

障制热功能“不断档”。同时，还对管道、泵房

的使用情况，以及下水道流水状况进行了重点

检查，避免发生水管冻裂导致积水或结冰等。

临时避寒场所24小时运转

闵行区救助管理站一楼，临时避寒场所已

进入24小时运转状态。泡面、热水、厚棉被、大

衣……各类御寒防疫物资齐备，确保每位进站

的受助人员获得帮助。更多街镇也将充分利用

社区驿站、综合活动中心等设施资源，开辟更多

小而全的临时避寒场所。以闵行区为例，辖区

范围面积大，社区能第一时间发现救助对象，成

为救助管理站的有力补充。

社工、志愿者、夜间保安……在宝山区，相

关社区也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发现报告、街

面劝导和应急救助服务。同时，相关单位也确

保24小时值守，确保救助电话接听畅通、救助

线索响应及时。

“请往里面坐，喝点姜茶暖暖身子。”普陀区

管弄路12号，快递员小朱一走进站点，顿时感

到暖意扑面，寒风中的一次次骑行，让他的双手

冻得通红。“这里不仅能歇歇脚，还有开水、泡

面，还能给手机充电，十分方便。”

1250路双流路终点站，同样开辟了一个

“爱心接力站”。微波炉、充电宝、大麦茶及热饮

饮水机，站点各类硬件设施一应俱全。大家还

在软服务上动脑筋。车队专门调用了“金牌志

愿者”——全国交通部劳模行管员唐伟，全程把

控站点的服务细节。

应对强寒潮，民政公安城管等联合组成专项救助巡查队在街头实施应急救助

“速冻”的城市里，角角落落开出“温暖驿站”
■本报记者 王嘉旖 王宛艺

▲闵行区救助管理站临时避寒场所门口，各类御寒物资正在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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