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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老外游中国”“144小时极限游”
等字眼占据海内外各大网络媒体热搜榜单，

“Chnia Travel”（“中国旅游”）已成为新的流
量密码。被称为“8D魔幻”之都的重庆，更是
凭借单轨穿楼、麻辣火锅等特色景点、美食，
跃居海外旅客中国游的热门地。面对入境旅
客人数爆增，重庆海关以专业、高效的服务积
极回馈海外旅客赴渝热情。

智慧监管 通关“零延时”

随着免签国家“朋友圈”不断扩容、国际
航班加速恢复，重庆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
目前，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有23个通航国家和
地区，28个国际客运通航点，入境旅客数量
持续增长。

为提升旅客通关效率，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海关以科技赋能，持续推进智慧旅检建设，
在现场配备50余台智能查验设备，进一步强
化先期机检和智能审图应用，并灵活调整人
力配置、科学调配查验通道，为入境旅客提供

“零延时”通关服务。
“这次到重庆，我们列了很多游玩计划，

时间很紧。海关的顺畅通关为我们节省了很
多时间。”澳大利亚旅客Tracy在入境后说道。

今年上半年，重庆江北机场海关共监管
入境旅客 38.53万人次，同比增长 176.61%，
通关时效有效提升。

全力保障 购物优体验

香化、食品、精品……在位于重庆市内的
外汇商品免税店，这些免税商品凭借其正品
保障、种类丰富、价格实惠等优点，成为了不
少入境游客到访重庆的新打卡地。

“相较于机场免税店，市内的外汇商品免
税店不必受制于飞机起飞时间限制，入境旅
客有更充足的挑选时间和空间。”重庆江北机
场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丁永灵介绍。

为了让入境旅客“买得过瘾”，重庆江北

机场海关聚焦单证申报、抽样查验、出库入库
等通关各环节，设立专岗对接免税企业，针对
行业特点实行出库准单预约办理、速审速验，
极大提高验放效率，确保货物即审即查即放，
配合免税企业做好快速补货工作，极大满足
入境旅客购物需求。同时，充分利用“免税商
店和免税品监管应用系统”，打造数据监管体
系，优化监管流程，提升监管效能。

今年上半年，重庆免税商品销售额达
5376.59万元，同比增长 33.49%，免税经济成
为拉动重庆新型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特产出海 海外也能购

在重庆一家老火锅店里，厨师将辣椒、花
椒、洋葱等数十种食材尽数投进滚烫的牛油，
在不停地翻炒中，喷鼻的火锅香气在空气中
弥漫，撩动着食客味蕾。

“重庆火锅麻辣鲜香，吃了还想吃。”即将
返回新西兰的Chloe念念不舍。

近年来，凭借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重庆
致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响了系列重
庆品牌。其中，火锅底料更是备受海外食客
青睐。为助力火锅底料“卖全球”，重庆海关
所属两路寸滩海关持续强化出口市场分析，
根据企业出口需求，针对性跟进研究目标市
场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指导企业对标
目标市场要求完善自检自控体系。

此外，两路寸滩海关深入企业，对生产原
料、车间环境、制作流程等进行检查指导，聚
力把控产品生产、加工、贮存等各项环节，全
面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保证能力，护航火
锅底料“扬帆出海”。

今年上半年，在重庆海关助力下，重庆火
锅底料已陆续出口新加坡、美国等30多个国
家和地区，成为海外食客的餐桌美味。

下一步，重庆海关将持续优化监管、创新
服务，进一步助推重庆以开放之姿，吸引更多
的海外旅客选择重庆，打卡山城美食，也助力
更多重庆特产漂洋过海。 据华龙网

新渝报讯（记者 罗婷婷 实习生 赵元元）7月 4日，
在大足区中敖镇天台村桑叶基地旁，一张桌子、些许板
凳，党员干部与村民群众围坐一起学政策、唠家常、提建
议，一场“院坝党课”正在这里开展。

活动现场，中敖镇党委书记龚文川担任本场“院坝党
课”的宣讲员，首先带领大家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六届五次全会精神。

紧接着，龚文川用接地气的语言紧扣中敖镇产业发
展、人居环境、基层治理等重点，从政策宣讲、典型案例、
实践锻炼等多点切入，结合蚕桑养殖，辣椒、高粱种植等
特色产业链条，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把推动中敖镇乡村全
面振兴的信心和决心传递给基层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据了解，天台村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共种植蚕桑
500余亩，年养蚕 7批次，带动桑叶茶、桑葚酒、桑叶面等
副产品销售，同时在桑树间种植玉米、榨菜及土豆等农作
物，实现年均收入70余万元，解决当地群众就业20余人，
务工人员每年人均增收1万余元。

镇街动态

院坝党课学政策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 通讯员 蒋文友）7月
5日，记者在大足区宝兴镇转龙村洪丰食用
菌种植家庭农场内看到，一排排生产线上，

“新鲜出炉”的菌包被整齐摆放随时等待“成
熟”。长势良好的菌袋口，成排的菌包犹如
伸出的无数把“小伞”，供游客们穿行其间
体验采摘乐趣。

近年来，果蔬采摘游和农家乐模式逐渐
“走红”，宝兴镇围绕“生态+融合+共享”发展
思路，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逐
步形成“农旅融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
展格局，以农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2022年，洪丰食用菌种植家庭农场因单
纯从事食用菌种植经营，市场经营不被看
好。在当地党委政府以市场主体需求为主的

强有力指导下，该农场瞄准近郊居民家庭亲
子微度假发展方向，于2023年10月开辟蘑菇
采摘体验大棚3座，采取轮种轮采方式，让游
客一年四季都有蘑菇摘。2024年上半年，农
场累计接待游客近2000人次，仅蘑菇采摘体
验一项就实现增收3万余元。

尝到甜头的投资人李洪凯，当下正计划
增设食用菌科普长廊，开办农家乐、民宿，打
造集农业科普、农事体验、农家食宿于一体的
近郊居民家庭亲子“微度假”观光体验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
宝兴镇，除了菌菇“采摘热”，“乡村旅游+蔬

菜产业”也发展得如火如荼。走进该镇黄桥
村，青山绿水间，青砖绿瓦村民楼错落别致，
黄葛树群盘根生长，美如画卷。

黄桥村是宝兴镇构建生态田园综合体的
重点村之一。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引导辖区
群众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发展蔬菜产业，壮大
集体经济，帮助群众增收，全村积极发展大棚
蔬菜、蔬菜基地，解决当地 130余人就近务
工，预计全年收入近100万元。

“为了让好山好水不再沉睡，让老百姓守
着绿水青山不再受穷，我们黄桥村大力发展
蔬菜种植。目前，已发展大棚蔬菜、蔬菜基地

600余亩，果园 150余亩，菜苔核心示范片区
5000余亩，拥有无公害品牌13个、绿色品牌3
个。”黄桥村党支部书记熊多文说道。

“以农兴旅，以旅强农，宝兴镇农旅融合
态势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我们倡导走各
具特色的农产品种植路子，不仅避免了各地
采摘园同质化发展，还能实现农民增收和农
业提质增效。”宝兴镇党委委员、宣统委员张
文彬介绍，该镇将进一步完善采摘游乐配套
设施建设，打响农旅品牌，推广优质的农产
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早日形成“村美
民富产业旺、乡村振兴新气象”的大美画卷。

近日，大足区拾万镇的五彩田园内，众多鹭鸟翩跹飞
舞，与五彩田园构成一幅和谐的生态画卷。

新渝报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实习生 宾振宇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文彦之

7月4日，记者从市知识产权局获悉，“渝才荟”人才工
作数字化平台近日上线知识产权服务，只需用手机登录

“渝快办”App，进入“渝才荟”下的“知识产权服务”专栏，在
渝人才即可享受便捷与高效的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渝才荟”是以重庆市人才大数据库为基础
打造的人才一体化服务平台，集成了人才引进、培育、流
动、激励等全链条的129项服务事项，为广大人才提供优
质高效服务。

按照重庆市《打造“渝才荟”应用完善人才创新创业
全周期服务机制工作方案》部署安排，市知识产权局聚焦
人才及人才企业关心的高频需求，将专利申请、商标申
请、专利代理机构查询、商标代理机构查询、专利优先审
查快审、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快审等知识产权服务集成至

“渝才荟”应用，为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次知识产权服务的上线，是重庆市知识产权领域

与人才服务领域‘双向奔赴’的一次重大探索创新，将高效
解决人才创新创业中可能遇到的知识产权问题，助力营造
最优人才生态。”市知识产权局公共服务处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知识产权服务上线后，将让“渝才荟”成为一
个知识产权“云端办事窗口”。在渝人才进行专利申请、
商标申请，可直接跳转至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
系统和商标局官网直接办理各类专利申请事务和商标申
请事务。若要进行代理机构查询，可直接跳转至专利代
理管理系统和中国商标网，查询机构资质、基本情况和信
用情况以及专利代理师基本情况，便于人才能够快速找
到优质机构和高水平服务。

此次还专门开发了专利优先审查、专利开放许可声
明快审服务2个模块，实现在渝人才申请专利优先审查、
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当日审批、当日报出、当日反馈”。

据悉，“渝才荟”知识产权板块与专利大数据联盟系
统即将在7月底实现互联互通，届时，“渝才荟”将成为一
个“云端检索窗口”，可通过专利大数据联盟系统，为人才
提供全球专利著录事项、全球专利全文数据等专利信息
服务，预期帮助人才提高研发效率最高达6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全面推进‘渝才荟’知识产权服
务线上办理，拓展服务人才群体，进一步完善线上服务事
项，实现知识产权主要服务事项办理数字化，引导更多创
新主体和创新人才全面知晓、深入了解、熟练运用知识产
权‘一件事’服务模块。”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眼下，汽车以旧换新正在全国各地火热
进行。商务部等 7部门联合印发《汽车以旧
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两个多月来，据不完全统
计，20多个省份出台具体实施政策，车企也
纷纷加码推出各式优惠。

多地“真金白银”支持汽车以
旧换新

按照 4月份商务部等 7部门联合印发的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个人消费者
在相应时间范围内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
燃油乘用车或 2018年 4月 30日前注册登记
的新能源乘用车，并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车，享
受一次性定额补贴。

对报废上述两类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
车的，补贴1万元；对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
准燃油乘用车并购买 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
乘用车的，补贴7000元。

财政部数据显示，报废更新补贴年度资
金总额近 112亿元，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
按 6:4比例共同承担，中央财政补贴金额已
下达。各地也动作不断，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目前，20多个省份发布报废更新地方实施
政策。

从补贴力度看，绝大多数地区按照国家
基本标准执行，内蒙古在此基础上提高一定
额度，对报废置换新能源车最高补贴 12000

元/辆，燃油车9000元/辆。
执行国家报废更新补贴的同时，多地还

出台汽车置换补贴，即对二手车转出再购新
车给予补贴，包括先购后补、发放汽车消费券
等方式。

广州、济南、苏州等地根据购车类型、新
车价格等分档补贴，额度数千元不等；上海对
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给予一次性购车补
贴，燃油车和纯电车每辆分别补贴2800元和
1万元；北京市朝阳区、昌平区、大兴区分批
次发放汽车消费券，最新批次规模超千万元。

此外，多家车企纷纷加码“打折”。蔚来
汽车推出最高10亿元油车置换补贴，京东汽
车联合品牌投入 5亿元补贴，吉利汽车现金
优惠和置换补贴同享……部分车型最高优惠
至半价。

有门店置换率增加一倍，二
手车市场活跃度上升

距离上一轮汽车以旧换新已近 15年。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年 1至 12月，共办理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车辆 45.9万辆，发放补贴
资金64.1亿元，拉动新车消费496亿元。

截至2023年底，我国乘用车保有量已达
2.8亿辆。结合目前传统燃油车换车周期为6
至 8年，新能源换车周期为 3至 5年，中国汽
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预测，
今年乘用车市场消费增量将有40%来自以旧
换新。

“若以去年 2600万辆乘用车销量计算，
2024年大约有 1000万辆乘用车销量将来自
以旧换新。”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说，高车
龄汽车报废换车比例一直不高，当前汽车市
场主要增量来自增换购。按照 2023年我国
乘用车新车平均 17.5万元的价格计算，有望
带来万亿元级的新车消费规模。

记者走访多地发现，汽车以旧换新新政
落地之后，市场情绪有所提振，政策成效逐步
显现。

在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一家汽车销售服
务中心，尽管是工作日，但不时有顾客前来咨
询体验。“两个月来门店咨询量明显增多，一
些原本持观望状态的消费者也下单了，置换
率差不多增加一倍。”销售人员戴广通说。

首批国家报废更新补贴已发放。5月14
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民郭世伟收到补贴款
9000元；5月16日，浙江台州市民王益明的1
万元补贴款到账。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6
月25日，商务部汽车以旧换新信息平台已收
到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约 11.3万份，各地
正在加快补贴资金兑付。

“想买新能源车，原价30多万元，现在各
种补贴叠加一起，能便宜好几万元。”北京市
民小戴之前一直在犹豫，这两天办完了购车
手续，实打实的优惠让他觉得买车压力变小，

“轻松”些。
换新的同时，二手车市场活跃度有所上

升。北京花乡二手车市场一家门店销售人员
说，以前一天接待 10个客户，现在一天最多

接待30个客户。

畅通汽车以旧换新全链条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以旧换新正在拉动
汽车消费，但部分消费者对相关政策和办理
流程仍不了解。

“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报废体系目前
还不够畅通。部分消费者不知道报废网点
的具体位置，同时报废流程较为繁琐，费时
费力。”崔东树建议各地构建车辆报废与购
买新车的一体化流程，加大政策宣讲力度，
做好相关服务。

收旧是换新的重要前提，很多消费者都
在意手里的旧车能卖多少钱。在采访中记者
发现，二手车市场存在回收费用不透明，旧车
折算价格较低，地域限制等问题。济南一名
二手车回收人员透露，个别品牌二手车掉价
过快，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消费者去旧的积极
性。“我们也不敢贸然收车，如果收了一个月
内没出手，就很可能砸手里。”

部分车企负责人表示，无论报废补贴还
是置换补贴，都不是新名词、新手段。“如果单
纯以补贴和价格来拉动、刺激消费，存在一定
难度。”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于晓怡认为，面
对激烈竞争，车企应跳出价格战，着眼于经济
性、动力性、操控性、舒适性等，以创新元素吸
引用户。

（新华社 记者 宋佳 张钟仁 魏一骏 王
辰阳 高亢 王阳）

落地两个多月，汽车以旧换新进展如何

大足区宝兴镇：农旅融合开出“富民花”

入境旅客通关“零延时”

重庆海关多措施助力海外旅客“渝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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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新闻记者 张皓

近日，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将一架EC225大型救助直
升机靠前部署到黔江武陵山机场，开始担负重庆市东南
部的多灾种航空应急救援任务。

这款直升机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 11吨，续航范围
大，飞行性能优越，能够在复杂地形、强风载荷和恶劣天
气条件下，执行空中侦查、防汛抗洪、吊桶洒水灭火和人
员物资投送等多种航空应急救援任务。

“它的最大航程达到1100公里，最大巡航速度300公
里每小时，最多可以一次性搭载19名人员或4.5吨物资。”
重庆市航空应急救援总队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杨再兴告
诉记者，“在接到命令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空管单位，
可以在30分钟内起飞响应，为抢险救援救灾赢得先机。”

航空应急救援响应速度快、机动能力强、受地理和空
间限制较少，在执行任务时，能够与地面、水域等应急救
援力量形成互补，是便捷高效的“空中生命线”。按照重
庆市应急管理局统一部署，这架大型救助直升机将在黔
江区进行为期 3个月的靠前驻防，标志着重庆市所有航
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进入高温汛期战备执勤。

目前，重庆市已建成市域内1小时，成渝地区2小时航
空应急救援圈。围绕“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灭大火”的
任务实际，应急管理部门除了在中心城区部署 3架直升
机，还在渝东北前置驻防2架直升机，渝东南前置驻防1架
直升机，为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提供强有力的空中支援。

EC225大型救助直升机驻防黔江

专利商标都能办

“渝才荟”上线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

五彩田园鹭鸟蹁飞

重庆市域1小时航空救援

小暑至，暑气升。近段时间，大足区
雨量充沛，位于珠溪镇官仓村的二高坑瀑
布以其雄浑壮观的姿态吸引了众多目
光。今年，当地为方便游客，精心打造了
亲水栈道和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让游客
能够更好地领略瀑布的魅力。

新渝报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实习生
宾振宇 摄

大足二高坑瀑布

景观壮美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