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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
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
指出，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能够让
更多个体工商户更好地从事外
贸业务，助力更多“小商品”走出
国门。

2022年9月，重庆成为全国
新一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城市之一。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双柏村 2 组 13 号邓顺辉
（身份证号：500225196806272317）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0022519680627231753），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放盘、铺土、播种……近日，大足区
宝兴镇在核桃村举行春耕现场会，村民
们正在进行毯式育秧。今年，全镇预计
种植水稻1.5万亩、油菜1.2万亩。

新渝报记者 陈安林 何美林 摄

宝兴镇

抢抓农时育秧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昨日，记者从大足
区农业农村委获悉，大足区全域 2万余亩雷竹迎来了
收获的季节。

在高升镇先进村的雷竹种植基地里，一个个壳薄、
肉肥的雷竹笋破土而出。村民们穿梭竹林间采摘竹
笋，一派丰收的忙碌景象。

雷竹种植基地负责人宋汴柯介绍说，近期是雷竹
笋的最佳口感期。该村种植有 200余亩雷竹，为迎合
市场需求，基地通过安装地灌、加强日常林间管理，有
效提高了雷竹笋品质与产量，每日产量近 1500公斤，
市场供不应求。

据了解，先进村从 2019年开始流转土地种植雷
竹，高峰期可提供近 30个用工岗位，带动了当地村民
增收。下一步，该村将继续拓展雷竹种植面积，建设烘
房发展雷竹深加工，进一步释放雷竹经济效益。

目前，大足已培育出了多个适宜种植的雷竹品
种。预计到2025年底，大足区规划种植雷竹达5万亩，
逐步形成竹苗培育、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绿色
发展之路。

2万亩雷竹笋“大丰收”

近日，大足区珠溪镇下坝村濑溪河畔的一片野生
树林里，白鹭正在树上栖息。近年来，每年3月中旬，
成群的白鹭就会来到这里筑巢栖息，时而展翅盘旋，时
而拍翅降落在树上栖息，构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
美景图。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摄

成群白鹭
濑溪河畔筑巢栖息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陈荣逸）“我晓得
是什么事，我什么都说。”面对民警的到来，正在厨房
切卤鹅的刘某如释重负，57岁的他终于结束了长达
32年的逃亡之路。3月 21日，大足警方公布了该案
详情。

据警方介绍，1991年，刘某在双桥经营一家卤鹅
店，但实际却是在暗中帮助盗窃团伙销赃，并从中获
利。不久后，该盗窃团伙被查获，刘某担心暴露，随即
潜逃。之后，刘某潜逃至云南，在当地继续从事卤菜生
意，还成了家，这一逃就是32年。

今年 2月，大足邮亭派出所在“一标三实”基础信
息采集工作中得知，辖区居民刘先生的兄弟刘某30多
年一直没有户口，且多年未归，下落不明。民警也无法
查询到刘某任何信息。

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也不办户口？这引起了
民警的注意，随后派出所组织民警翻阅派出所档案，发
现刘某竟是32年前的逃犯。

经过分析研判，警方很快发现，刘某藏匿在云南省
曲靖市某菜市场。2月 23日，邮亭派出所组织警力前
往云南，在一出租屋内将其抓获。

经审讯，刘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向警
方讲述了他的逃亡经历。

“儿子的婚礼我都没敢参加。”刘某透露，过去 32
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卖卤肉，晚上必须喝点酒才能睡
着。从来不敢坐高铁，也没出过远门。为了逃避警方
侦查，得知父母的死讯，他也不敢回家。所以，当民警
到家中找到他时，他反而觉得解脱了。

男子因盗窃潜逃32年
大足警方将其抓获归案

□ 重庆日报记者 杨骏

3月 15日上午，商务部成都特办特
派员付艳来重庆调研，首站选择了正在
大足区试点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这是一种外贸新模式，于去年下半
年在重庆落地，大足龙水五金城成为唯
一试点区域。

经过一天调研，付艳对相关试点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大足区乃至重庆
能再接再厉，让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惠及
更多经营主体。

事实上，重庆已经在加速推进这一
试点。市商务委外贸促进处负责人透
露，近 10天的时间，重庆各级层面召开
的相关专题会议已不下3次。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到底是什么？为
何能让外贸与个体商户关联到一起？解
答这些问题，还要从头说起。

新模式
重庆“小商品”出口众多

痛点迎刃而解

传统一般贸易出口方式，对于小商
品而言，算不上友好。

比如，国外买家在国内某地的不同
商户处采购了几十种不同规格的刀具，
根据一般贸易报关要求，商户需要填写
每款产品的详细信息，流程繁琐。同时，
这些商户大多不是一般纳税人，无法出
具增值税发票，退税也不易。

着眼解决这些问题，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在“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应运
而生。

简单来说，该模式是在规定的区域
内，采购单票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产
品，并就地办理出口手续。这种方式，具
有免征增值税、允许以人民币结算、报关

手续简化等优势。
依旧以刀具出口为例。在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项下，每票报关单只需要对货
值最大的前 5种刀具进行逐项申报，其
余的可以进行归并申报，从而大幅优化
了报关流程。同时，凡是非一般纳税人
的商户，均不再征收增值税，自然不存在
退税问题。

这一外贸新模式发展迅速，国家层
面也逐步向更多地方复制和推广。

2022年 9月，重庆获批成为全国新
一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城市之一，
大足龙水五金市场则成为全市唯一试点
区域。同年12月，两票总计15.5万美元
的大足龙水五金城货物，搭乘中欧班列
（渝新欧）发往波兰，标志着重庆正式开
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一外贸新模式。

经营主体对此类讯息总是最敏感的。
从事外贸多年的郑小明得知这一新

模式后，于2月1日前往大足区沟通相关
事宜，结果让他非常欣喜。他经常从事

“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五金、微型农
机和其他金属制品出口，不仅报关繁琐，
也存在商户无法提供增值税发票等问
题。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些痛点
都能迎刃而解。

双方一拍即合。两天后，易贸供应
链（重庆）有限公司在大足成立。3月 2
日，由该公司组织的 39万元货物，从永
川港运往越南太原，这也是重庆市场采
购贸易跨境公路货物运输首单。

郑小明透露，在这一新模式下，他们
将加大与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贸易出口，力争到今年底，通过市场
采购的贸易方式出口金额达到5000万元。

新机遇
大足发力打造五金产品

出口“集聚地”

如果说易贸供应链是“闻风而来”，
那大足龙水五金城的企业则是对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期待已久”。

生产木工刀具的重庆翔锋工具制造
有限公司，是大足区的进出口“大户”，每
年要出口 1000万元左右的货物。其销
售经理肖文芳介绍，公司以前很多出口
的产品，都要运往义乌等适合小额贸易
的城市出口。

“我们晓得大足可以试点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后非常激动。”肖文芳说，公司迅速
成立了大足区美锋工具经营部，以“适配”
这一新型贸易模式。由此，大足区美锋工
具经营部的货物也成为重庆首单以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之一。

还有很多大足企业跃跃欲试。
重庆明友钢具制造有限公司也生产

木工刀具，其经理吴佳伟表示，也准备尝
试这一模式，将产品销往东南亚。

重庆市大足区澳林工具制造有限公
司经理侯亿林则称，公司的五金产品出
口到世界多个地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这一模式很适合企业产品特性，后续也
会与客户沟通，通过这种模式出口货物。

据了解，大足龙水五金城是全国重
要的五金产业基地，在全球也有一定的
知名度，目前拥有境外采购商约560家，
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大足落地试
点，不仅有助于更多本地商户从事外贸
出口业务、拓宽市场，也将进一步扩大龙
水五金城的辐射范围。”大足区副区长杨
桦表示，随着这一外贸新模式的完善，有
望吸引国内更多城市的五金产品到大足
来出口，从而使大足成为国内知名的五
金产品出口“集聚地”。

对此，大足区也有相应的规划，包括
加大经营主体培育力度，加大外贸业态
融合力度、畅通物流支撑等。“我们还会
加大人才引进，不断做大做强市场采购
贸易规模，力争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
广的试点经验。”杨桦说。

新动力
该模式将推动重庆整体

外贸进出口发展

2月 14日下午，市商务委副主任许
新成在大足区就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与
企业代表交流。第二天，许新成便召集
相关处室负责人，讨论企业提出的诉
求。同时，他还直接与其他职能部门相
关负责人，探讨如何加速推进这一外贸
新模式。

2月23日下午，重庆海关等部门的代
表到大足区，与企业又进行了一次座谈，

就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相关问题进行沟通。
这些，其实是重庆非常重视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且下决心要做好此事的一
系列佐证。

许新成说，去年重庆外贸稳中有进，
实现进出口额 8200亿元。但如今全球
经济萎缩、国际形势多变，重庆未来的外
贸进出口压力重重，“找到新增长点”是
重庆在外贸方面需要着力的重点。“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不仅是重庆外贸的新模
式，更将成为重庆外贸增长的新动力！”

他认为，国家认定大足龙水五金城
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试点区域，不代
表只有大足可以运用这一新的外贸模
式。其他区县可以根据自身产业特性，
寻找相匹配的产品，再以这一模式扩大
进出口规模，从而推动重庆整体外贸进
出口发展。

许新成的话并非虚言。
重庆有很多适合这一模式的专业市

场和外贸业态，未来都可以与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相叠加，释放更多动能。比如跨境
电商，就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非常契合契
合，两者联动，完全可能实现 1+1＞2的
效果。

同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虽然只能
以小批量、小规模的方式出口货物，但能
有效增加市场出口主体企业数量，实现
积少成多。2022年，义乌的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出口的外贸额已达到了 3200亿
元的规模。目前，重庆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尚在起步阶段，无论是大足区，还
是市商务委、重庆海关等职能部门，都将
针对这一新模式进行完善。

比如，市商务委将在支持相关硬件
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加大对这一模式的
宣传、培训力度，让更多经营主体了解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同时，重庆还将谋划
引进更多相关的专业公司，让他们去为
经营主体服务，让更多经营主体可以通
过这一新模式实现货物出口。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助力更多重庆“小商品”走出国门

重庆首次实现以跨境公路运输市场采购贸易方式通关。（大足区商务委供图）

春耕现场春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