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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而言，听到“9710”和“9810”
可能一头雾水，但对跨境电商从业人员来
说，这两个数字则会让他们眼前一亮。

今年7月1日开始，我国启动跨境电商企
业对企业（B2B）出口监管试点。试点的主
要内容，是增设“9710”和“9810”两个出口
监管代码，分别对应“跨境电商B2B直接出
口”和“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

试点效果怎么样？一组数据可作为参
考：7月1日起，北京等10个海关率先启动试
点，仅仅两个月后，青岛等12个海关就加入

“试点群”；截至9月30日，试点海关累计验放
跨境电商B2B出口1145.67万票。换句话
说，平均每天验放超过12万票货物。

为什么这项试点这么火？从海关监管
规则可以寻找答案。根据新规，企业可以通
过“一次登记”“一点对接”，享受海关“优先
查验”“一体通关”“自动比对”“便利退货”等
诸多优惠措施，实现全程通关无纸化，申报
清单也更加精简便捷。

“相比较之前，申报流程更简单，通关和
物流效率更快，成本更低，有助于增强我们
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拓展国外市场。”山东
海外购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王燕说，参与
试点一个月，公司就通过跨境电商B2B模式
出口了9000多单。

青岛海关所属黄岛海关口岸监管处电
商快件监管科科长江敦化说，通过远程视频
监控、智能化电子闸口等新技术应用，海关
已经构建一套安全便捷的操作流程，既确保
监管到位，又提升监管效率。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
全球贸易受到巨大冲击，但跨境电商以其线
上交易、非接触式交货、交易链条短等优势
稳定增长。海关统计显示，前三季度，通过
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额1873.9亿
元，同比增长52.8％。同期，我国外贸整体
增速为0.7％。

不少跨境电商出口企业负责人表示，启
用“9710”和“9810”两个新的出口监管方

式，货物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能大批量直达境
外企业或平台海外仓，大幅缩短境外消费者
的收货时间。

长期关注跨境电商发展的上海财经大
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帼龄认为，从原
来更多偏向监管进口，到如今“9710”和

“9810”专门监管出口，意味着我国跨境电商
领域优进优出正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党委
书记庄芮说，跨境电商B2B出口监管试点大
幅扩围体现出中国扩大开放的脚步在不断加
快，同时反映出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在增强，这
是互利共赢的举措，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

海关总署口岸监管司司长王军表示，下
一步，海关将对税汇配套等调研中企业反映
较为集中的问题继续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
形成改革合力。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海外
仓备案手续，做到“一地备案，全国通用”，不
断完善监管模式，固化试点做法和改革成
效，适时进一步复制推广。 /新华社

“每盆300元，虽然价格没便宜多少，但
胜在质量高。”来自上海的吴女士和她的5名
同伴各自拎了一盆松树盆景，满意而归。

28日，第十一届中国（如皋）花木盆景艺
术节在江苏如皋举行，包括全国精品盆景
展、盆景创作大赛和全国盆景交易大会等系
列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盆景艺术交流，加
快推进盆景产业健康发展。

如皋盆景始于宋代，兴于明清，数百年
技艺传承，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如派”盆景，
其“云头雨足美人腰”的别致造型独树一
帜。中国花卉协会盆景分会2014年成立，其
秘书处就设在如皋。“如皋盆景”还被国家工
商总局认定为盆景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皋的花木销售
也曾遇到困难。不过，如皋“网红主播”李小
军和妻子吕兴红通过直播销售盆景，销量一
直不错。李小军说，盆景是如皋的主打产品
之一，利用直播平台，能将盆景销售到全国
各地，让买家足不出户就能挑选到自己喜欢
的盆景。他们还将开网店、搞直播的经验传
授给身边的其他花农，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盆景的线下交易明
显活跃起来。

如今，花木盆景已成为如皋的特色产业、
富民产业、绿色产业和生态产业。如皋现有
花木盆景栽培面积20万亩，品种1300多个，
从业人员10万多人，经纪人超万名，全产业链
产值超200亿元，是全球花木盆景重要原产
地、盆景艺术交流和交易集散地。 /新华社

关停几十家石臼、石磨加工厂，启动
生态修复工程……昔日的废旧矿坑已成
为城市公园。峡山区党工委副书记郭友
亮说，峡山区以增绿涵养水源、净化环境，
持续开展造林绿化，累计造林10万多亩，
全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7％，创建为山东省
绿色生态示范城区。

做厚植生态的“加法”坚决，做减污治
污的“减法”同样果断。峡山区生态环境
分局局长王勇说，峡山区给生态保护划定
了一条清晰的红线——不要冒烟的企业，
不要带污染的GDP。从2012年关停全区

最大纳税企业华昊焦化开始，峡山区先后
拒批污染项目100多个，累计关停污染企
业290多家，以短期的利税损失换取一片
绿水青山。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区、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
示范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一块块

“国”字号招牌先后花落峡山。
有了好的生态环境，还要转化为产业

发展优势。这几年，峡山区瞄准产业链、
价值链中高端，培育符合生态定位的绿色

高端产业，吸引高科技项目和高端人才落
地。以有机农业为代表的现代高效农业
在峡山区全面起势，华以农业、兴旺种业、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等一批涉农项
目加速在峡山聚集。

护好山与水，兼得富与美。2019年峡
山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 亿元，增
长 1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28.7亿元，增长26.9％。峡山区集中公共
资源优先向民生倾斜，每年用于民生事业
的投入都占财政总支出的70％以上。

/新华社

两个代码助国货“直通全球”

山东潍坊峡山区：

绿色发展激活生态经济

平凡岗位演绎精彩

1999年，21岁的孙燕飞从部队退役后，
来到淮北供电公司做起电费核算员。经过
多年部队生活的磨砺，孙燕飞做事总带着一
股“钉钉子”的劲儿。

前些年，当电费快捷交付手段还未出现
的时候，她号召成立了“燕飞志愿者服务
队”，组织队员们定期带着POS机走进小区
开展活动，不仅方便用户缴费，也在答疑释
惑中拉近彼此关系，大大提升电费回收率。

“爱动脑筋”“办法多”——同事们总是
这么评价孙燕飞。在担任电费核算员期间，
她创新实施“电费差错细节备忘表”，保证了
每年42万户次电费核算准确无误，被客户
们亲切地称为“电保姆”。

工作以来，孙燕飞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始终做到微笑服务用户、从容解决疑难
问题。

“燕飞姐对客户投诉的看法很特别，认
为客户反映问题是好事，不仅能发现我们工
作中的不足，还可以有机会化解客户抱怨，
维护公司形象。她特别有办法，总是能让有
气而来的客户，满意而归。”同事张梅在一篇
名为《我的“劳模”班长》文中如此写到。

做实“用心公益”

10月28日上午，一群小学生来到国网
淮北供电公司的展厅，在观看5D电影、体验

VR“黑科技”等活动中，直观学习了安全用
电的小知识。

针对当地留守儿童多、安全意识薄弱等
问题，孙燕飞和队员们想了许多办法，比如
开展一些科普小课堂，制作精美有趣的动画
和课件，模拟触电演示等，用孩子们听得懂、
愿意听的语言来上课，提高他们的安全用电
意识。由于效果显著，“燕飞来”关注留守儿
童用电安全项目，2016年荣获第三届中国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燕飞姐做公益特别用心。比如说帮扶
留守儿童，她不是捐点东西就完了，还会带
小朋友去逛公园、看书看电影、吃美食，在潜
移默化中打开他们的视野。”作为“燕飞志愿
者服务队”的一员，“90后”何宁说。

孙燕飞总是能细心捕捉到孩子们的变
化。有一天，四年级的丁丁忽然冒出一句

“上学没有用，还不如打工挣钱”。孙燕飞听
了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便有意多找丁丁
聊天，比如说起高铁、无人机等科技产品故
事，还安排团队“90后”们说起自己的故
事。丁丁也在一点一滴的影响中，开始相信

“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10余年来，孙燕飞和队员们先后帮助

了24名贫困儿童、残疾儿童，建立143户重
点监护空巢老人档案，爱心捐助资金10万
余元、图书2000余册。在淮北市黎苑社区
空巢老人燕大爷和老伴的眼里，孙燕飞就像
是亲闺女，经常来嘘寒问暖，有困难更是一

叫就到。

点点星光汇聚星河

“我做过什么大事吗？其实什么都不
算。只是想尽自己能力多帮助些人”。尽管
孙燕飞始终觉得自己很平凡，但她已经影响
到越来越多的人。

儿子齐齐便是其中一个。齐齐小时候
总觉得孙燕飞不爱自己，成了别人的妈
妈。当他长大后走进留守儿童的家，近距
离接触到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才明白妈
妈付出的意义。如今，齐齐不仅会分享出
喜爱的玩具，还会拉着同学们一起教小朋
友们英语。

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内，职工们纷纷申请
加入“燕飞志愿者服务队”。张梅说，直到认
识孙燕飞才明白，“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只要
用心，都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在淮北这座城市，许多人因这位“爱心
飞扬的小燕子”有所改变。淮北市公安局民
警徐邦，在执勤时经常看见孙燕飞等人开展
活动，深受其事迹感动，也萌生了开展志愿
服务的想法。在徐邦等人倡议下，淮北市公
安局结合专业所长成立了“为你说法”志愿
服务队。

“一只雁只有排列于雁队，才能飞得更
高更远。”随着团队中的“90后”“00后”日渐
增多，孙燕飞正琢磨着怎么发挥各自所长，
将公益越做越新、越做越好。 /新华社

用爱温暖一座城
——记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志愿者孙燕飞

10年前，齐齐总是懊恼妈妈爱着许多小朋友，无法专属于自己；如今，齐齐早已理解妈妈，甚至开始加入她的“事业”。
齐齐的妈妈叫孙燕飞，是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的一名职工，也是这座城市家喻户晓的志愿者——“爱心飞

扬的小燕子”。

山东潍坊市峡山区拥有山东省最大的水库——峡山水库，担负着向潍坊市区等地的供水责任。峡山水库周边曾经
人多地少，相对贫穷落后，人水争地、人鱼争水矛盾突出，生态一度遭到破坏。近年来，峡山区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理念，发展生态经济，改善民生，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也让绿色生态成为小康路上的新引擎。

江苏如皋
小盆景助推富民大产业

“哦啰……啰啰啰……”傍晚时分，“鸭
倌”罗水通嘹亮的吆喝声回荡在闽西山林
间。几秒寂静之后，只听“嘎嘎……嘎嘎
……”叫声越来越大，成群白鸭从林间的水田
里冒出头来，快速奔向它们的主人。

“早上5点多把鸭子赶到山上喂食，中午
11点上山喂一趟，下午5点多喂完再赶回来
……”这是52岁的福建省连城县塘前乡水源
村贫困户罗水通每天的例行工作。目前，他
饲养了近300羽白鸭，每年纯收入超过2万元。

2016年，由于患有严重风湿病，难以从事
重体力劳动，罗水通一家陷入贫困。“以前都
在外地打工，后来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下去，就
只能回到村里谋生计，养了几十羽白鸭。”他
说。

“乌嘴、白羽、黑脚”的白鸭是连城县特
产，肉质鲜嫩，营养价值丰富。但是，白鸭养
殖成本较高，在一两年产蛋期停止后须得即
刻卖掉，否则就会压缩利润，容易亏本。

四五年前刚开始养白鸭时，由于缺少本
钱、难以寻到销路，罗水通只是小规模地养了
几十羽，收入并不理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福建省烟草专卖局派驻到水源村的驻村第一
书记曹杭炜立刻多方奔走，联系相关企业进
行帮扶。

“罗水通遭遇的困境，在水源村普遍存
在。”曹杭炜介绍，为帮助村民解决养殖白鸭
的后顾之忧，他和当地村干部与多家有合作
意向的企业进行洽谈，经过再三考量，最终与
一家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
议。

两年多来，该企业已为罗水通免费提供
了两批近600羽鸭苗，以及疫苗接种等技术支
持。待养殖期结束后，白鸭会以平均约每羽
90元的价格被保底收购，统一进行屠宰、包
装、销售。“销路有了保障，养殖白鸭的底气更
足了。”罗水通说。

2018年，凭借养殖白鸭获得的收益，罗水
通不仅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还在自家土坯
房旁盖起一栋2层高的楼房。去年，他还申请
了一笔小额贴息贷款，修建新的鸭舍。

“我现在也是有‘固定’职业的人了，还多
次接受过县里组织的专业培训呢。”罗水通自
豪地说。

经过多年实践，如今罗水通养殖白鸭的
技术日臻娴熟，鸭苗存活率超过90％，他成了
远近闻名的白鸭养殖能手。

秋风起，食鸭忙。时值一年中鸭肉最肥
美的时节，一只只白鸭正从闽西山林水田

“走”向人们的餐桌。“现在正准备扩大白鸭养
殖规模，争取明年纯收入达到3万元。”罗水通
说。 /新华社

闽西“鸭倌”罗水通脱贫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