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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深圳前海综保区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值 1634亿元

　　深圳海关 7日发布消息
称，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
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
值163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
同 )增长 49.1%。9 月当月进
出口总值 283.5 亿元，增长
97.1%，创单月历史新高。
　　据介绍，围绕深圳重点发
展的“芯”产业，深圳蛇口海
关通过组合运用全球中心仓、
先入区后报关等创新便利措
施，吸引荣耀、阿里云、字节

跳动等一众行业龙头企业在前
海综保区布局其物料供应链中
心。前三季度，前海综保区进
口电子元件总值 524.5 亿元，
增长 37.8%。
　　今年，蛇口海关支持企业
在前海打造存储晶圆检测公共
服务平台，聚合设计、制造、
封测、终端应用等产业链资源，
进一步促进电子元器件等上下
游供应链、产业链的集聚融合，
集群发展。目前，已有货值约

1.2 亿元的晶圆进入前海综保
区完成检测、分级、封装再分
销。
　　此前，“大湾区组合港”
新增航线“深圳蛇口—珠海斗
门”，装载空调等货物的 60
个集装箱在珠海斗门码头办结
通关手续，运抵深圳蛇口港
后，搭上国际货轮发往沙特阿
拉伯。
　　为了打造更加高效便捷的
湾区海上物流大通道，助力前

海建设全球供应链枢纽，深圳
海关创新推出“大湾区组合港”
模式。今年以来，“大湾区组
合港”新增航线 9条，进出口
吞吐量超 16 万标箱，增长约
2倍。
　　在海港畅流的同时，前海
综保区与深圳机场的空港联动
也进一步加强。今年前三季度，
经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前海服
务中心“登机”的货物达 4.6
万吨、219.8 亿元。

　　此外，蛇口海关联合前海
管理局建设上线前海综合保税
区“易办事”平台，将资料提
交、业务咨询、递单收单等企
业日常事项线上办，日均处理
业务 600 余单，预计每年可为
企业节约成本 100 余万元；建
设智能空车查验台，增设空车
查验位、查验定位摄像头等，
推出空车无接触查验模式，将
空车查验时间从 1小时压缩到
10 分钟以内。

广西将实施养老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 10 日提供的信息显
示，广西将实施养老服务质量
提升行动，力争到2025年底，
乡镇 (街道 )范围具备综合功
能的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达到
60%，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
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达标率
达到 100%。
　　广西老年人口基数大、
增速快、空巢化趋势明显。
截至 2020 年末，全区 60 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836.38 万

人，占比 16.69%；65 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 611.41 万人，
占比 12.2%。预计到 2030 年，
全区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将超过 1000 万人，占比超过
20%，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十四五”时期，随着广
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社会
抚养比不断上升，家庭小型化
和空巢化加速，独居和空巢老
年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量
不断增加，老年慢性病群体不
断扩大，老年人社会保障支出

将持续增长，满足老年群体多
样化的养老需求已成为十分紧
迫的社会问题。
　　广西官方近日发布《广西
老龄事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提出到 2025 年，基本
形成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
匹配的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格
局，让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显著提升。
　　根据前述规划，广西提出，
夯实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推

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广西
将积极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建
立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体系，强
化养老机构对居家养老服务的
专业支撑职能，支持运营“家
庭养老床位”，上门为老年人
提供专业照护服务。广西将推
出家政赋能系列政策，构建多
层次家政服务供给体系，继续
加强家政从业人员培训，推广
家政从业人员持证上门为有需
求的老年人服务。
　　广西将健全完善社区养老

服务网络，推动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机构、日间照料中心等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充分
发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功
能，大力发展日常助餐、健康
护理、家庭照护、精神慰藉、
助医助行、紧急救援等养老服
务。同时，落实新建城区、新
建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
施“四同步”制度；推进老城
区和已建成的小区通过购置、
置换、租赁等方式配套养老服
务设施。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485亿元
　　近日，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 1485 亿元，
支持地方政府提前谋划 2023
年巩固衔接工作。
　　据了解，提前下达的
1485 亿元补助资金，一方面
将重点用于支持各地健全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对具备产
业发展条件的，落实产业帮扶
措施，提升产业增收实效；具
备就业能力的，引导支持其转
移就业或就近务工。支持因地
制宜补齐农村供水设施短板，
稳步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同时，根据任务轻重优化资金

投向，倾斜支持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区，帮助重点地区、重
点群体守牢底线。
　　资金还将重点聚焦产业发
展，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
内生发展动力。优先支持联农
带农富农产业发展，持续提高

用于产业发展的衔接资金占
比，2023 年力争达到 60%，更
多依靠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提前下达的衔
接资金继续纳入直达资金管
理，要求各地 11 月底前分解

到县，尽快细化到项目。财政
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督促各地加
强项目谋划等前期工作，确保
在四季度完成下年度项目储
备，推动资金尽快落地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