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随申码”进小区更通畅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 杨欢）近日，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全面深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

案》发布。新片区计划用 3年时间，打造成
在全市最好、在全国最具示范效应、在国

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营商环境高地。

据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制度创新和风
险防范处副处长吴群峰介绍，《方案》主要

围绕“1+9+X”进行设计。“1”即全面复制推
广特斯拉审批模式，将审批中的各个环节

分为主线、辅线，双线并行开展审批工作。

同时，通过做好 4个“减法”（即在办理接
口、申报事项、审批流程及建设收费上做

“减法”）和 4个“加法”（即在集成服务、定
制“菜单”、服务力量及信用管理上做“加

法”），优化审批管理流程，升级审批服务
一体化体系；“9”即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

围绕企业登记注册、人才服务、国际贸易、
减负降税等经营环节，结合临港新片区制

度创新工作，提出 9项创新工程；“X”即全

面落实上海市“营商环境 3.0版”的一揽子
改革措施。

    首次推行“边招展，边对接”，第

三届进博会首批 143家参展企业名
单昨天正式公布，并同步发送给全

国各省市交易团。不久，这份“春日
里的硬核礼物”，将“加速度”抵达当

地各家采购商手中，助力参展商与
采购商尽早对接。

“在参展商与采购商的对接工

作上，今年我们下决心做足提前
量。”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进口博览

会展览部总经理助理王斌杰介绍，
往年首批展商名单往往在招展工作

步入尾声之际公布，今年在精心做
好各项筹备工作的前提下，展商名

单公布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

细览名单，星光熠熠。143家企
业中，世界 500强近四成，逾半为行

业龙头企业，这两类企业共 120余
家，多为进博会“老朋友”。展位面积

方面，143家企业签约展位面积超 10

万平方米，其中，签约 600平方米以

上展位的企业数量有 60多家。这些

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
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

区的企业，涉及服务贸易、汽车、装
备、消费品、医疗、食品等多个行业。

进口博览局招商处处长王宏伟
说，名单的提前公布便于各地提早

了解外商信息，接洽投资。相关部门

也可据此开展营商环境推介、投资

政策宣讲等基础工作，吸引更多外
商投资“增量”，助力“稳外资”。

罗氏诊断中国总经理姚国樑
说，作为进博会的老朋友，今年将继

续带来全球前沿的体外诊断创新成
果。“今年集团的展出面积同比去年

翻倍，展出规模也将更加丰富。”爱

茉莉太平洋中国总裁高祥钦表示，

尽管现阶段遭遇疫情，但对第三届
进博会的筹备、对中国市场发展很

有信心。“疫情让直播带货、无接触
式购物、社群营销等数字化工具异

军突起，加速中国数字化零售的步
伐，孕育许多新的商业机会。”“第

三届进博会上，松下会结合疫情带

来的对清洁类产品、技术的需求，为

消费者未来的健康生活方式提案。”
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副总裁赵

炳弟则表示，提前公布参展名单，坚
定了参展企业在疫情期间对进博

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切实帮助参
展商与采购商确定行动指针。

第三届进博会企业展招展工作

总体进展顺利。截至目前，签约报名
参展企业超 1000家，已签约面积超

过规划面积的一半。第三届进博会
企业商业展的展区分为技术和装

备、消费品和智慧生活、食品和农产
品、服务和健康四大主题板块，设置

服务贸易、汽车、消费品、技术装备、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食品及农产

品 6个展区。此次还将增强或拓展
养老康复、能源化工、节能环保、公

共卫生、家庭清洁和个人防护、有机
食品、预包装食品、智慧出行、非银

金融服务等题材。本报记者 张钰芸

进博会首批展商名单出炉 世界 500强占近四成

新片区发布“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

服务更硬核
边招展边对接

     打开手机，亮一亮“绿码”，就

可进入办公楼、商场、银行、医院、餐
厅、 书店等场所……作为疫情防控

期间的“健康身份证”，拥有“随申
码”的市民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

的公共场所把 “随申码” 作为通行
证。但是，最近有不少市民向本报反

映，一些住宅小区却无视“随申码”，

让他们“有码难行”。

据记者调查，很多小区还是“认

证不认码”，即只认小区自己的出入
证，而居民、访客即便出示“随申码”

的“绿码”，还是没有用。 因此，快递

小哥、外卖员、家政服务员、访客要
进入小区还是很困难。 “随申码”为

何在小区不通用？ 最主要的原因是
“没有接到上面通知”。有保安表示：

“这个码我们不认的，因为居委没有
通知，我们也没办法操作。 ”其次是

嫌麻烦。 好不容易家家户户发了出

入证，现在又要凭“随申码”，那么，

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孩子怎么办？

外籍人士怎么办？所以，还是老办法
简单易行。

今年 2月中旬， 在严格防控疫

情期间，为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也让
市民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上海紧

急研发，推出了“随申码”，并且通过
多个渠道方便市民申领。 记者从大

数据中心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全市
已有 1600万人申领了“随申码”，每

天约有 200万人使用。 前不久，市防

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通知中明确，

“随申码” 可作为进入居住小区、园

区、医院、银行等地的通行凭证，无
需另行开具相关证明材料。 “随申

码”在长三角也能通行，本报记者日

前就凭“随申码”进入了苏州一个园
区。

上海有 1.3万个住宅小区，上
班族可以不去商场、饭店、医院，可

每天都会出入小区。“随申码”作为
上海市统一推出的市民健康码，有

二维码、有姓名、有照片，其实比一

张自制的出入证更“硬核”，不应将
其拒之门外。 事实上，上海已有一

些小区对“随申码”敞开大门，如徐
汇区田林十二村，不仅对“随申码”

持支持态度，还鼓励居民使用。 在

黄浦区南泰公寓，半淞园路街道试
点将“随申码”绿码与社区门禁码

“二合一”，亮出“随申码”不仅能进
小区，对着门禁一扫，还能开门。

“随申码”要在小区顺畅通行，

还需各方支持。街道、居委会等基层

单位要加强对“随申码”应用范围的

认识，并尽快向小区明确。住宅小区
应当“有码认码”，对于没有“随申

码”的人群，再用出入证等证明作为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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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战疫 统统筹筹 防防控控和经济社会发发展展

今日论语

    ·试行口岸电子签证，企业邀请来

华的外国人通过网上申办口岸签证，

持口岸电子签证自上海口岸入境。

·完成建设外籍高层次人才永居
申办新机制， 对符合认定标准的外籍

高层次人才， 管委会推荐直接申请在
华永久居留，并缩短审批时限。

·在临港新片区内的单位连续工

作满 4年、每年实际居住不少于 6个
月的外国人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

籍人才可办理最长 5年的居留许可，

满三年后符合要求可申请在华永久

居留。

·落实境外人才个人所得税税

负差额补贴免税政策， 降低境外人

才实际税负水平。

    ·探索实施商事主体登记确认

制，提交材料实行形式审查，审查通
过后即时予以登记确认， 企业设立

登记的行为性质从行政许可改为行
政确认。

·探索试点住所和名称登记告
知承诺制， 提高企业核名一次性通

过率。

·尽快实现集中授权后的审批服
务事项 100%可全程网办， 创建一批

“零材料”事项。 推进线上线下高度融
合，打造“一网通办线下自助服务区”。

·加快推进企业身份认证电子
化， 企业设立时同步发放电子营业

执照和电子印章，使开办企业实现 2

个环节 2个工作日内完成。

    ·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

物医药、民用航空等重点产业关键
核心环节的企业，给予 15%的企业

所得税支持。

·实施 “无税无票不申报”制

度，对当期无应税收入且未做票种
核定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免于办

理部分税种的申报纳税。

·试点本市分支机构属地征
管，对本市生产型企业注册在临港

新片区的分支机构，允许其独立领

用发票，对除企业所得税外的其他
税（费）种在分支机构注册地申报

入库。

·深化离境退税试点， 积极推

动商业企业备案纳入退税商店范
围，支持开展离境退税“即买即退”

便利服务试点。

·为重点产业项目提供长期低
息贷款。优化产融对接通道。进一

步推进落实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
偿政策。

    ·深化新片区服务专员机制，

继续扩大各服务专员的服务范围，

在项目流程、进度、技术、专项等多

个方面实行全流程跟踪服务。

·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利用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 为中小企业
提供外贸综合服务业务。

·建立税务 “首席联络员”制
度， 对重点企业明确大企业联络

员，实现税企双方点对点直连。

中国
（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临港港观观潮潮

减税、贷款多管齐下

“金牌店小二”更高效

便利出入境和停居留

审批“一网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