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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叶薇 郭剑烽）

昨天，日本消费者购买的566件跨

境电商出口包裹经海关审核后，在

上港集团振东码头海关监管场所快

速通关放行，搭载锦江“荣耀盛东”

轮运往日本大阪港，这标志着上海

港“9610”跨境电商海运出口试点顺

利开启，上海探索推进跨境电商海

运出口清单模式迈出坚实一步。

“9610”是一个海关监管代码，

全称是“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在这

种出口模式下，跨境电商企业通过

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小额交易出口，

这些交易通常是B2C（企业对消费

者）形式，涉及的商品具有数量较

少、价值较低、发货频次较高的特

点。与普通的贸易出口模式相比，

“9610”模式简化了出口申报流程，

提高了通关效率，让中小型企业也

可以实现国际贸易；在特定条件下，

跨境电商出口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由于流程的简化、电子化，企业

可以降低运营成本。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已达2.38万

亿元，增长15.6%，占外贸进出口比

重达5.7%。2024年上半年，上海空

运口岸出口跨境电商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的态势，申报量达2.45亿票，同

比增长36%，金额407亿元，重量达

21.99万吨。

此次开辟的“9610”海运出口新

通道，为跨境电商企业从上海口岸

出口低附加值和高货量包裹提供了

更多元的物流选择。

“海运模式的货物运载量更大，

对出口货物的限制更少，能够承载

大批量、各种规格、多种品类的商

品，且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预计能

够帮助我们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大幅

度降低物流成本。”上海外高桥港综

合保税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文

磊表示。

据悉，上港集团振东码头跨境

电商海关监管中心一期占地面积

2200平方米，可为货物的存储和处

理提供充足空间，后续将扩大至

6000平方米。监管中心严格按照

快递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

范，实施全封闭管理，既实现跨境电

商货物高效通关，又避免了多点交

接带来的风险。“我们通过查验CT

机等智能监管设备，以智能审图等

高科技手段持续强化监管效能，提

升通关效率，实现一体化快速办

理。此次成功试点，不仅验证了

‘9610’海运出口模式的可行性和

高效性，也填补了外港海关跨境电

商出口业务的空白，为后续规模化

开展此项业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副关长尹文

超介绍说。

相较于空运，海运模式不仅运

量更大，对出口货物的限制更少，能

够承载大批量、各种规格、多种品类

的商品（如家具、户外商品等），而

且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帮助跨境

电商出口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同

时，海运受极端天气和地理条件的

影响较小，即使在恶劣气候条件

下，物流服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

同时，上海港已与世界上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有着

贸易往来。现有集装箱国际班轮

航线300余条，每月超过3200班

次，航线遍及全球各主要航区，连

接全球的能力也为跨境电商扬帆

出海提供坚实保障。

上海港跨境电商“9610”海运出

口试点首单成功后，上港集团将在

上海海关等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加快

推进监管场所整体规划和建设，实

现常态化运行后跨境电商出口商品

可直接在上港集团振东码头顺利

“出海”。

跨境电商出口开辟海运新通道
上海港首单业务经快速通关昨启运至日本大阪港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 通讯

员 徐颖）本周，经上海海关所属

邮局海关监管的520袋、9.38吨

国际邮件，搭乘中欧班列（上海）

从阿拉山口口岸出境。这是上海

国际邮件首次通过中欧班列渠道

运往欧洲国家。这些国际邮件将

在波兰马拉舍维奇口岸集散，进

一步向欧洲各国发运。目前开通

的中欧班列线（上海）可运输发往

爱尔兰、丹麦、英国、挪威等29个

欧洲国家的国际邮件。

为满足上海邮政国际业务需

求，上海海关联合乌鲁木齐海关，

制定中欧班列（上海）邮件转关新

流程，为邮政企业开辟邮件铁运

物流新通路，实现上海发往欧洲

的邮件运输方式“海陆空”全覆

盖。“为保障中欧班列（上海）新邮

路顺利发运，我们与邮政、铁路、

平台企业等多方面沟通协调，实

现一次申报、多点联运，为外贸企

业和邮政客户提供多元化邮政物

流运输渠道和稳定的欧洲路向运

力保障。”上海邮局海关邮件监管

二科副科长钱荔说。

上海国际邮件首次搭乘
中欧班列（上海）出运

（上接第1版）
习近平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直面问题。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

导向，围绕发展所需，顺应民心所向，着

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

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

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

域的风险问题，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实效

性。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既要继续

在全面上下功夫，使改革举措全面覆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突出问

题；又要持续在深化上用实劲，突出经济

体制这个重点，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

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习近平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增进共识。要充分调动全党全国

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大兴调查研究，走好

群众路线，问需、问计于民，尊重基层和

群众首创精神，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

中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增强群众

获得感、认同度。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

益，增强改革决策科学性和改革落实执

行力。

习近平强调，谋划和推进改革，必须

坚持系统观念、全局观念，强化战略思

维、辩证思维，分轻重缓急，更加注重系

统集成。要加强改革举措协调配套，推

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增

强整体效能。相关地方、相关部门、相关

领域要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坚决防止

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

习近平指出，改革要重视谋划，更

要抓好落实。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树立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察实情、出实招、求

实效，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切忌

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

绩工程。制定好实施方案，做到精准施

策、适时适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

忌脱离实际。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注重先立后破，不能未立先破。加

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提高各级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改革落实能力

和水平，确保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见到

实效。

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

国清、陈文清、王小洪、穆虹，中共中央、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鸿、

何报翔、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震和

张恩迪、江利平、方光华、杨华勇等。

小小池塘生物多
昨晚6时多，北区夜游在一场

趣味盎然的讲座中拉开序幕。上

海市林业总站工程师、全国保护

鸟类优秀个人郑运祥为小朋友们

科普了水生动植物的知识，又拿

出几种蛙类让小朋友观察，一下

就将“探秘氛围”推到顶峰。

带着对讲座内容的好奇，约

半小时后孩子们拿上手电、套上

反光马甲，跟着两位领队老师在

夜色中出发。在暗夜中飞翔的蝙

蝠，正在忙着结网的大腹园蛛，在

草丛中蹦跶的蚱蜢……循着郑老

师的手电筒，孩子们一下子就沉

浸在神奇的夜游中。

植物园北区水系发达，是各

种水生动植物的繁殖场，也是最

佳的观测点。哪怕一方小小的池

塘，带队老师都能“一网打尽”不

少生物，放在玻璃瓶里让孩子们

观察。“看到饰纹姬蛙了吗？它是

透明的，可以看到内脏，长大后就

是上海最小的青蛙。它的天敌就

是肉食类的龙虱。”郑运祥告诉大

家。“那为什么要将它们放在一

起？”“这就是大自然的选择，厉害

的生物就能活下来。”面对孩子们

的提问，老师耐心地解说。

小粉丝远道而来
首度亮相的北区夜游，吸引

了不少热爱动植物的“粉丝”，有

些甚至是远道而来。来自中国香

港的张越桐今年9岁，暑假随父母

回沪探亲，紧凑的行程中特地安

排了上海植物园夜游。“我特别喜

欢鱼和海洋生物，今天看到了龙

虱、蝌蚪、小鱼等，最惊喜的是亲

眼见到了黑壳虾。”

妈妈姚女士表示，小家伙曾

在香港青衣岛参加过夜观萤火虫

活动，这次来沪看到了与南方不

同的花草动物，更增添了对家乡

的感性认识。“植物园我也有很多

年没来了，今天看到了新开的北

区，感觉更漂亮大气。”姚女士说。

记者获悉，今年的暗访夜精

灵活动将从7月中旬持续至8月

底，每周五、六、日18:30准时开

启。每周一园方将在官方公众号

发布招募公告，20时准时“开

抢”。与往年相同，今年的夜游名

额仍是“秒杀”，但今年有南区的

“虫虫特工队”和北区的“神秘水

世界”两个主题，参与者需要选择

其一。

展示生物多样性
据悉，上海植物园目前园内

迁地保育活植物原种1.05万种

（含品种），包括华东地区野生植

物1916种，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341种，保存标本2万份

和种子2500份，是国内珍稀濒危

植物收集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目前，上海植物园是上海中心城

区最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场所，

获得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全市唯一

的“市级城市生物多样性体验中

心”称号，全年观测到鸟类150多

种，蝴蝶30多种，两栖和爬行类

10余种，是超大城市中看得见四

季变化、闻得见花草飘香、听得见

虫鸣鸟叫的大型生态空间，对城

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提升起着重

要作用。

而品牌科普活动“暗访夜精

灵”自2009年开展以来备受欢迎，

至今已举办了15年。夜游前会安

排科普讲座，科普夜行动物在夜

晚出没的原因及其具备的“特异

功能”。认识各种有夜行性行为

的动植物，比如夜间“睡觉”的植

物，晚上“上夜班”开花的植物，夜

晚出来捕食、求偶的小动物等。

上海植物园副园长吴鸿表

示，北区自4月18日对外正式开

放以来，植物的丰富度处于全新

状态，既有老的樟树林、新的茶树

园，也有上海首个冷温室群。围

绕北区丰富的水体，园方构建了

很多睡莲、荷花等水生植物，由此

会吸引昆虫、鱼类等水生动物，夜

游看到的生物也与南区不同。“这

次开放北区夜游，也是希望让游

客体验观赏水生植物，并让大家

明白哪怕在同一个区域，不同阶

段也会形成不同生境。”吴鸿说，

希望通过夜游的科普展示方式，

让大家感受上海城市生态的飞速

发展，看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成效。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打着手电筒探寻“神秘水世界”
上海植物园“暗访夜精灵”活动首度走进北区

在沉水栈道漫步，看睡莲在夜色中闭合的娇羞；在
小池塘边观察，看龙虱一口口吃蝌蚪的凶险；在树丛中
穿梭，看蜘蛛如何结网与捕食……昨晚，上海植物园本
年度的“暗访夜精灵”夜游活动首度来到新开园的北
区，  余组家庭跟着带教老师探寻“神秘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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