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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小美好 关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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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近日，

一批经长江水运进口的528吨溶解

木浆在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港区

海关办理进口转关手续后，在“离

港确认”模式下从上海外港顺利转

关至江西九江，从企业开始申报、

海关放行货物到码头公司放箱仅

用时2小时，与传统转关模式相比，

企业可节约一至两天的中转等待

时间。今年前三季度，外港海关累

计办理海运口岸水水中转货物20.8

万票，同比增长2.8%。其中，5.1万

标箱“离港确认”模式货物快速转

关，业务覆盖长江经济带11省市30

多个长江沿线港口。

主线通则支线通，上游快则下

游活。“转关模式的优化升级，使通

关更便捷，物流更畅通。”上港集团

长江多式联运有限公司报关部经

理林晨表示，“进口水运转关货物

在口岸选择‘离港确认’模式，企业

可以在联运中转模块申报转关单，

在确认内河船名航次和理货完成

后，准予在进口口岸离港申报，收

到‘可离港’回执后货物即可离港

启运至目的地。与传统的转关模

式相比，离港确认模式不需填报港

口理货数据，也不需填报支线江船

的船名、航次，在提升通关时效的

同时，也降低了企业人力成本，非

常方便快捷。”

通江达海是上海外高桥港区

最显著的区位优势，作为水运进口

转关“离港确认”模式试点海运口

岸之一，外港海关总结前期试点

经验，在海关总署统一部署下，积

极推动“离港确认”模式高质量

发展。“我们建立了跨关区应急

联络机制，实时监测货物流、信

息流进度，及时沟通解决运抵报

告异常、超期未核销等问题。我

们还与上港集团、海事、边检等

部门携手，建立跨系统协作机

制，逐一解决各类异常问题。日

常工作中，我们畅通关企沟通渠

道，实行‘1小时回复制’快速对

接企业需求，指导企业提前发送

船名、航次、提单号等数据，确保

通关零延迟。”外港海关物控一

科科长韩德君介绍说。

为落实海关总署促进外贸保

稳提质十条措施相关要求，上海

海关稳步扩大“离港确认”模式试

点范围，目前已完成与南京、合

肥、长沙、武汉、南昌、成都等长江

流域8个关区的结对作业，实现

“离港确认”模式在长江流域的全

覆盖，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水路

物流效率，切实惠及“黄金水道”沿

线企业。

“离港确认”提升“黄金水道”效率
前三季度实现5.1万标箱货物快速转关

本报讯（通讯员 石明明 记

者 江跃中）记者昨天从上海机场

边检站获悉，今年第三季度，浦东

机场口岸出入境货邮航班量达1.78

万架次，环比二季度增长34.8%，比

去年同期增长6.6%。随着上海全

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上半

年疫情影响的货邮航班量自谷底

持续攀升，已连续4个月维持在月

均6000架次左右，出入境货邮航班

量“V”形反转势头强劲。

第三季度，上海的产业链供应

链恢复增速，国际航班逐渐复航或

增开，上海机场边检站认真贯彻国

家移民管理局推出的便民利企、助

企纾困政策措施，持续升级优化

“货机风险等级管理系统+单一窗

口电子申报平台+无线移动验放

车+生命探测仪器”科技通关保障

组合举措，特别做到“单一窗口”电

子申报平台24小时“随申随办”，使

用无线移动验放车为符合条件的

货机“随停随办”，执勤民警全天值

守保障机组员工“随到随办”，全力

保障日均达200架次的货邮航班高

效运行。

货邮航班企稳回升的背后，同

样离不开移民管理警察的坚守和

担当。今年暑期上海高温天气较

多，负责机坪24小时不间断巡检的

移民管理警察穿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侧身挤进狭小密闭的机舱，

认真核查人员、货物信息，第一时

间为载有精密仪器、生物医药、汽

车制造、民生物资等货物的航班开

通“绿色通道”，保障重点航班“零

等待”快速转运，助力上海及长三

角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高效畅通。

面对高温新考验、货运新需

求、疫情新变化，上海机场边检站

创新科技应用，对重点航班实施了

非接触办理、非接触监管、非接触

清舱。据统计，第三季度该站通过

“单一窗口”在线为1万余架次国际

货运航班提供了“同步办理出入境

边检手续”便利。民警在机坪累计

巡查里程超过15000公里，非接触

监管、清舱航班数量近2000架次，

圆满完成了第三季度货邮航班查

验任务，把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任务落到实处，持续为稳外

贸外资注入信心。

第三季度浦东机场出入境货邮航班量比上季度增长34.8%

“随到随检”助推货运量强劲攀升

本报讯（记者 叶薇）上海将

全力推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加

大智能工厂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目标到2025年建成200家示范性智

能工厂、20家标杆性智能工厂，评选

出1000个智能制造优秀场景。

“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实施智

能工厂领航计划，培育一批“数字

基础新设施+”“工业元宇宙+”“绿

色低碳+”“AI+”等融合创新应用场

景，分级分类加快重点行业转型升

级，“一厂一案”推进企业改造升

级，“量身定制”数字化转型方案。

建立数字基础新设施评价体系，为

行业提供智能制造评估诊断、技改

提升、增值提效等方面的引导，分

批次培养1000名智能制造信息基

础设施咨询师。

截至去年底，上海已有5家企

业获评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工厂，20个场景获评国家级智能制

造优秀场景，覆盖电子信息、汽车、

高端装备、生命健康、先进材料、时

尚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上海智

造”已形成一个有规模、多层次的

“创新群落”。

“百场万企”智能工厂系列活

动也正式启动，同时启动的上海智

能制造数字基础新设施平台（www.

c3mep-sh.com），将为行业提供政策

发布、案例分享、评估诊断、产品超

市、人才培训等多项服务。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汤文侃

介绍，上海将“分级分类”加快重点

行业转型升级，“一厂一案”推进企

业改造升级，“量身定制”数字化转

型方案，“提质增量”推动智能工厂

高水平建设；加快扩大机器人的应

用覆盖面，促进数控机床、增材制

造、物流仓储、仪器仪表等产业集

聚发展，加快装备数字化转型，提

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上海实施智能工厂领航计划
培育一批“工业元宇宙+”等融合创新应用场景

本报讯（记者 左妍）市卫健委

今早通报：2022年10月17日0—24

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4例，均在隔离

管控中发现。确诊病例和14例无

症状感染者均系此前本市报告的外

省来沪返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根据《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要

求，经研究决定，将本市杨浦区和青

浦区的4个区域划为疫情中风险区。

上海昨新增本土感染者“1+14”

几天前，有一群这样的大学

生在网上“火”了。视频里，几名

又瘦又高的女大学生，在宿舍走

廊上演了一场简易的“时装秀”。

随着动感十足的背景音乐响起，

女生们一个个踏着节奏自信满满

地走来，宿舍顿时秒变“时装秀”

现场，令人眼前一亮。网友们看

后纷纷留言评论：“好好看啊！真

是走出了国际范儿、明星范儿。”

“满屏的高级感，一个个全是‘超

模’呀！”

如今，短视频在年轻人的生

活中，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

位，包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

等在内，拥有大量的粉丝。也有

不少人希望自己拍摄的短视频，

能够引起别人的关注。问题是，

什么样的短视频，才能更受欢迎？

“走廊时装秀”就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范例。受疫情影响，不少

高校都采取了封控措施，学生们

不能随意外出，大学生活是不是

就因此显得枯燥无聊、索然乏味

了呢？这些“走秀”的年轻人告诉

我们：当然不是。她们只是简简

单单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有趣

事，把它发到网上，就能吸引如此

高的关注。

粗略统计，“走廊时装秀”获

得了网友200多万点赞。简单的

宿舍背景、自行设计的妆发、不专

业的台步，这些看似与秀场相去

甚远的元素，却恰好贴近受众的

日常生活，以“接地气”的方式展

现在大家面前，这种“亲民”的方

式，更能引起受众的共鸣。

观研报告网统计，2022年3月

短视频行业月活跃用户规模达

9.25亿，短视频创作竞争激烈，其

中也不乏一些用户为了博取流

量，生产内容美丑不分，衍生出

“审丑”乱象。像这种绞尽脑汁来

哗众取宠者，即便能“红”一时，也

终将会被人们抛弃。

《2021年短视频用户价值研

究报告》显示，以“增长见识，开阔

视野”为目的的用户比例从2020

年 的 36.8% 增 长 到 2021 年 的

50.2%。由此可见，传播内容有

料，让受众接触新领域、新知识，

是短视频发展新趋势。

“走廊时装秀”的女大学生们，

只是记录了自己身边的有趣事，而

生活中类似的这种“小美好”，其实

人人都有。只要有心、用心，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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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