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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痴迷中国功夫和唐朝历史，韩国“欧巴”细说他和这座城的缘

在上海度过最灿烂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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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普通人的“上海故事”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4月的上海，李银成漫步街头，看细雨

纷飞，人来人往，总会不自觉地想起这首

中国古诗。回到家，打开一瓶韩国烧酒。

烈酒入喉，他一边追思已故的亲人，一边

细细品味诗中的意境。

55岁的李银成来自韩国，已经在上海

生活了近20个春秋，如今在闵行经营一家

韩国烤肉店。从功夫结缘中国，到举家迁

至上海，他一生最灿烂的时光都在这里度

过，也早已把这座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

用“绣花功夫”建设外贸版“一网通办”
——中国口岸物流信息化建设领域先行者的故事

■ 亿通国际巨幅电子显示屏

一口老酒 一套醉拳
李银成与中国的不解之缘，要

从一部功夫电影《醉拳》开始说起。

他出生于韩国新安曾岛，父亲开了

家杂货店，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

姐。李银成记得，小时候看的是黑

白电视机，岛上没有电影院。第一

次接触电影，是公园里的移动电影

馆，两三个月开一次，票价四五百韩

元。

巨大的白色幕布上，成龙扮演

的角色一口老酒下肚，一套醉拳打

得潇洒肆意，瞬间击中了李银成的

心。自此，他爱上了中国功夫，一直

想到中国看看。

这个念头，贯穿李银成的整个

成长历程。19岁时，他前往首尔工

作，主动报名学习中文，白天上班、

晚上上课，坚持了4年。1998年，李

银成带着妻子来中国蜜月旅行，上

海是他踏足中国的第一站。“逛了虹

口公园，还去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旧址。马路上车来车往，川流不

息。去便利店买东西，上海人也很

友好。”

一年后，他辞职带着积蓄只身

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学习中文。此后

一年半，他每天付费找中国学生学习

中文，找了有十几个人。在面对面的

交流中，他的中文飞速进步。

回到韩国后，李银成入职一家

酒企，主动申请前往上海办事处。

2005年，他如愿来到上海，住在韩

国街附近，又把妻子和孩子接了过

来，一直生活至今。

一段传奇 一个小店
从功夫入坑后，李银成对中国

的兴趣从未放下，尤其痴迷于中国

历史。小学时，他就爱看韩文版的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至今看过

的中国历史书籍已有三四十本。“在

韩国的‘朋友圈’里，我绝对是最了

解中国历史的那一个！”

在浩瀚的历史长卷里，李银成

对中国历朝历代如数家珍，尤其喜

欢唐朝的故事。去年，李银成离开

酒企搬到吴泾镇，从好友手中接过

韩国烤肉店“欧巴炭烤肉”，他的经

营之道正来源于李氏父子开创大唐

盛世的传奇故事。

“唐太宗问大臣们，帝王的功

业，草创和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

说，创业难，魏征说守成难。唐太宗

说，创业也难，守成也难。”李银成深

以为然，接手小店后，为了更好地

“守成”，他既执着于还原韩国美食

的风味，又对餐厅客群细细分析。

“六成是大学生，四成是附近居民。

为迎合年轻人的喜好，我们在抖音

上拍视频、卖套餐，不到3个月就卖

了约900单。”

下一步，李银成计划建立微信

群，通过赠送小菜等福利增强客户

粘性，还梦想着再开一家韩国小吃

店，以美食为媒介，让更多上海的朋

友感受韩国的饮食文化。

一幅大字 一位老师
来到上海后，李银成格外注重

扩大自己的社交朋友圈。机缘巧合

下，他结识了不少书画家，更从他们

的社交圈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他

们有些做茶叶，有些写书法，令我大

开眼界。”

一次，李银成带了瓶韩国覆盆

子酒和几位书法家把酒言欢，其中

一位为他写下了“汉书佐酒”四个大

字，他一直收藏至今，还用作了自己

的微信名。“我们一边喝酒，一边看

书，以中国文化佐酒，实属雅事！”

去年12月，李银成在帮客人烤

肉时，听他们说起盆景，顿时来了兴

趣，当场拜其中一位客人朱剑鸣为

师学艺。每天下午烤肉店休息时

间，他步行10分钟到朱老师家学习

盆景知识。“盆景如同人生，从小开

始造景，长大了就能生长得更好。”

来上海近20年，李银成深深地

爱上了这里惬意的生活。他喜欢漫

步街头，品味老上海风情的建筑与

历史文化底蕴；他钟爱上海老字号

的小吃与糕点，在味蕾的享受中领

略这座城市的独特风味。

李银成每年回韩国两次，也曾

在中国各地留下足迹。但只有当飞

机降落在上海，他才会有“此心安处

是吾乡”的感觉——终于回家了。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单一窗口”制度创新
“公司成立开始就承载了数据

基因”，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吕锋道

出成立亿通国际的初衷。20世纪

90年代，上海的报关大厅就像电视

剧《繁花》呈现的那样，人来人往、拥

挤嘈杂，进出口贸易单据需逐单填

写，流程烦琐。2001年，上海启动

“大通关”工程，开始建设上海口岸

物流信息统一平台，通过“统一平

台、一点接入”的方式，促进上海口

岸贸易、通关、物流的便利化。为

此，市政府批准成立专事电子口岸

建设与运营的国有股份制企业——

上海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全国首个地方电子

口岸——上海电子口岸启用，亿通

国际负责平台的建设和运营；2014

年，作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重要

贸易监管制度创新举措之一，亿通

国际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政

府指导下建设上海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

吕锋形象地把“单一窗口”比作

外贸领域的“一网通办”，通过这个

平台，贸易和运输企业可以一次性

提交货物进出口或转运所需要的所

有材料，口岸监管部门反馈审核结

果并在各部门间达成信息互换、监

管互认和执法互助。

“单一窗口”的建设，没有现成

模式可以照搬，完全从零开始。企

业策划部经理潘小东全程参与了平

台建设，回忆起开发过程，他坦言：

“‘单一窗口’最重要的是打通海关、

检疫、海事、边检等不同部门的信

息，但当时各部门的系统都是独立

的，技术标准、数据标准各不相同，

怎么融合？只能靠各部门耐下心

来，一个个去磨。”

作为上海自贸区监管制度创新

试点经验，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于2016年初步建成后向全国复

制推广，2019年由世界银行向全球

推荐。今年1月1日，首艘国产大型

邮轮“爱达 ·魔都号”从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开启首航，3000余名旅客平

均通关时长从原本30秒/人缩短至

3秒/人，正是“单一窗口”带来的便

利。目前，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已升级至3.0版本，形成16大功

能模块、66项特色应用，服务超过

60万家企业，每年节省贸易成本超

过20亿元。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20年5月，洋山特殊综合保

税区（一期）通过国务院联合验收组

的验收，成为我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

税区。相对其他保税港区、综合保税

区，特殊综保区在海关手续方面具有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点。

“放得开、通得快”的底气，源自

亿通国际承建的临港新片区一体化

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和洋山特殊综保

区海关监管服务系统。据技术应用

中心副主任章敏龙介绍，平台按国

务院、海关总署要求，由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与上海海关牵头，会同上海

市商务委、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等

多部门，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共用原

则规划设计。平台聚焦协同监管、

风险预警、政务服务等功能，实时对

接多源数据，完成了360度企业精

准画像、一企一户、一码索引等特色

功能，促进政府部门间信息互联共

享、执法互助、结果互鉴。同时，通

过算法预测和评估风险，辅助监管

部门形成分类分级管理大格局。

章敏龙回顾建设过程时表示，

“当时许多沟通只能在线上进行，每

天一睡醒就投入线上会议”，经过紧

张的开发，亿通国际终于助力全国

唯一的特殊综保区实现无感监管，

“借用上海海关方面对临港管委会

一句‘你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这是对亿通公司极大的肯定”。

去年，翘首以盼16年的国产大

飞机C919迎来商业首航，展翅腾飞

的背后，也有亿通公司的助力。注

册在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上海飞

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飞公

司），是发展大飞机项目的重要实

体，有浦东和大场两个生产基地，分

别位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围网内

外，保税状态下的零件如何运到围

网外的生产基地？如何防范运输途

中的风险？对海关监管提出了个性

化的需求。

为解决这一难题，亿通公司在

上海海关、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的带

领下，为上飞公司定制了“一司两

地”监管板块，依托临港新片区一体

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对接公司物流

运输轨迹、仓储情况、财务数据等，

形成风控模型提供给监管部门，最

终上飞公司两个基地实现了生产加

工与物流仓储的一体化运营和自由

流转，“零件还在保税状态，我们的

C919就已经顺利离开上海，远赴西

北试飞”。 本报记者 陆佳慧

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上海口岸船舶艘次、航空器数量
一目了然；每票货物业务状态实时跟
踪；近三年进出口趋势直观可见……
走进位于浦东软件园的上海亿通国
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通国
际），一块巨幅电子显示屏引人注目，
每天，无数的物流、商流信息在这里
汇聚。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
中心城市，上海贸易表现亮眼，其背
后离不开口岸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强
有力支撑。亿通国际，就是中国口岸
物流信息化建设领域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