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16
日在海关总署例行记者通报会上获

悉，为进一步促进综合保税区高质量

发展，海关总署日前围绕政策供给、

功能拓展、手续简化、流程优化、制度

健全5个方面推出了23条改革举措。

具体来看，上述改革举措主要包

括调整优化检验检疫作业模式、简化

生产用设备解除监管手续、实施卡口

分类分级管理、优化境外退运货物监

管、支持保税维修提质升级以及调整

重点商品管理措施等。

在优化流程监管方面，相关改革

举措有优化进出综保区货物核放逻

辑，支持多类型货物集拼入出区；优

化“一票多车”货物进出区流程，允许

特定类型货物整报分送、单车进出

区；优化境外退运货物监管，降低现

场调查和书面调查比例等。

在功能业态拓展方面，相关改革

举措包括推动保税维修目录动态调

整，将更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符

合环保要求的低风险产品纳入保税

维修产品目录；支持综保区开展航空

飞行模拟器、大型医疗设备的保税培

训业务，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做大保

税培训规模；允许免税店货物经综保

区从境外进口，便利企业灵活调整经

营策略，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免税保

税衔接发展等。

据不完全统计，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从业人员已超过240万人，每平

方公里从业人员数近9000人。海关总

署还在此次改革中提出支持在综保

区内统一规划，按需设立食堂、充电

桩、停车场等必要的生产性配套服

务设施，为区内从业人员提供工作

便利。

海关总署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

展司司长陈振冲在会上表示，下一

步，海关总署将按照成熟一项推进一

项的原则，组织开展公告拟定、系统

调整、宣讲解读等配套实施工作，推

动各项改革举措又好又快落地见效。

以综合保税区为主体的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

台，在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商投资

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各类

特殊区域171个，其中综保区161个，

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尧市）。

海关总署推出23条综合保税区改革举措

为期5天的第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日

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

织的代表嘉宾以及线上线下超3万家展商将围

绕“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主题参会、参展。

本届南博会实现了南亚、东南亚国家和

RCEP成员国全覆盖，设有尼泊尔主题国馆和缅

甸主宾国馆2个形象展区，共设南亚馆、东南亚馆、

区域合作馆、资源经济馆、园区经济馆、口岸经济

馆、生物医药和大健康馆、文化旅游馆等15个展

馆，其中专业展馆9个，展览面积共15万平方米。

南博会已成为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开

展多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从首届南博会举办时

的2013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总额不足千亿美

元，到2022年这一数字已达到1974亿美元，年均

增长率达8.3%。 据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国家邮政局16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

务量累计完成873.7亿件，同比增长12.8%。其中，

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3亿件，同比增长15.5%。

前7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2.6亿

件，同比下降0.7%；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14.3亿件，同比增长17%；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

量累计完成16.1亿件，同比增长57.2%。

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

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8482.3亿元，同比增长

10.5%。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495.3亿

元，同比增长10.5%。

7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31.6亿

件，同比增长9.7%。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107.7
亿件，同比增长11.7%。

7月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完成1194.5亿元，

同比增长5.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完成952.4亿

元，同比增长6%。

前7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5.5%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

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受灾脱贫群众帮

扶工作，要求各级乡村振兴部门要采

取更加有力有效应对措施，加大对受

灾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帮扶力度，

努力克服洪涝灾害等对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的影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

切实运行好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

制。全面排查农户受灾情况，及时将有

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纳入防止返

贫监测对象，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

帮；用好“绿色通道”政策，对有因灾返

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先落实帮扶措施

再完善相关手续；对因灾纳入的监测

对象，按照“一户一策”原则，制定帮扶

措施，明确帮扶责任人，确保帮扶到

位、消除风险；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定点

帮扶资源，广泛动员企业、社会组织参

与，多渠道帮助受灾地区应对灾情和

恢复重建。

千方百计增加受灾脱贫群众收

入。支持脱贫群众发展庭院经济等开

展生产自救，支持受灾帮扶企业和就

业帮扶车间等加快复工复产、落实联

农带农责任，鼓励脱贫劳动力就地就

近就业，组织脱贫群众参与灾后重建

项目获得劳务收入，用好公益性岗位

政策，加强劳务对接和有组织的劳务

输出，防止灾害导致部分脱贫群众收

入骤减；强化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

支持，对有贷款需求的脱贫户、监测户

应贷尽贷，对受灾脱贫户和监测户落

实展期续贷政策、减轻还款压力；推动

有关方面做好保险理赔服务，及时解

决受灾脱贫群众“三保障”和饮水安全

问题。

精准安排和使用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受灾严重地区要以

县为单位对财政衔接资金进行盘点，

对未安排到项目的衔接资金可调整优

先用于受灾严重地区和脱贫户；受灾

严重地区可结合实际调整衔接资金支

出结构，在规定的支出范围内进行有

针对性的帮扶，重点用于支持到人到

户帮扶项目、因灾受损的扶贫项目资

产和村集体项目恢复重建、小型农村

公益性基础设施修复等；加大对受灾

脱贫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在2024年

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分配上给予倾斜。 据人民网

农业农村部:
加大对受灾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帮扶力度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国务院国

资委近日提出，将进一步充分调动中

央企业力量，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

灾、恢复重建等各项工作，为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国

务院国资委党委近日召开扩大会议，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

前期工作基础上，对国资央企抓好企

业抗洪抢险、防汛救灾，积极做好交

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保障畅通等

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此次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要求

中央企业加强风险研判，做好应急准

备，紧盯重点关键部位，特别关注山

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野外施

工、道路运输的安全威胁以及强降雨

等极端天气对电力、通信、水利等领域

的影响。

在全力抓好抢险救灾方面，国务

院国资委提出，将持续督促中央企业

积极参与重要设施抢修、重要点位抢

险、重要基础设施修复及保障，同时严

防次生事故发生；要求国资央企持续

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的沟通联系，及

时了解地方救灾需求，协同做好抢险

救灾各项工作。

此外，国务院国资委强调，中央企

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要

求，积极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强化重要

生活物资保供稳价等相关工作，更好

展现国资央企责任担当。

据了解，国务院国资委组织电

力、通信、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中央

企业积极参与北京、天津、河北、黑

龙江等受灾严重地区抢险救灾，已

累计投入42万人次、14万辆次设备

车辆，参与河堤加固、道路抢通、铁

路修复、群众转移安置、救灾专业指

导及电力通信设施抢修恢复和应急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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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
进一步调动央企力量做好防汛救灾、恢复重建等工作

近期，水利部组织完成了2022年度全国水

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结果显示，2022年全国水

土流失面积下降到265.34万平方公里，较2021年

减少2.08万平方公里，减幅为0.78%，年际减少量

和减幅均较上年度有所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水土流失持续呈现

面积强度“双下降”、水蚀风蚀“双减少”的良好

态势，水土保持率从2011年的68.88%提高到

72.26%，中度及以上侵蚀占比由53.08%下降到

35.28%。全国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4万平方公

里，年均减少土壤流失能力达16亿吨，治理东北

黑土区侵蚀沟1.93万条，治理南方红壤区崩岗

868处，治理砒砂岩区149万亩。

水利部门全面实施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

地、水蚀风蚀交错区等区域水土流失预防和治

理，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区域和流域的水土流失

状况均实现持续好转。 据人民网

2022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降至265.34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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