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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消费提振年聚 焦

本报讯（文/图 海口特派记者 郭
睿 通讯员 谢鑫 林文坚）“给你们看一
下厦门馆，这个是国潮风的按摩头梳，
很有意思。”“这款书包很火，昨天我就
看到有人在排队买。”昨日，第三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现场，有前来逛
展的主播被厦门馆吸引，向屏幕前的
网友推介厦门好物。本届消博会，厦
门市商务局组织7家外贸自主品牌培
育企业参展，将厦门外贸优品以“运动
智能+时尚生活”的主题场景在展馆集
中呈现，吸引诸多关注。

在汉印电子展台前，一台世界上
最小的可以打印A4纸的打印机吸引
着客商目光。“对很多家庭来说，传统
打印机在安装驱动及使用上相对麻
烦，也比较占空间。”汉印副总经理王
薇介绍，“所以我们在应用层面把它尽
量做得简单，在体积上尽量小型化，外
观上更符合家庭场景，这是我们对打
印机走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新理解。”
此次参展的厦门外贸优品，不论是便
捷化的家用打印机、便于随身携带的
小件按摩器，还是智能家居动感单车、
精致的宠物出行用品等，均以其较高
的创意与品质在海外市场收获良好声
誉。本次消博会是这些厦门外贸优品
走进国内消费者视野的良好展示平
台，有助于参展厦企扩大自主品牌在
国内市场的影响力。

在厦企雅瑞光学展区，引领潮流
的BOLON暴龙眼镜也在持续聚集人

气。“我们这次带来无界系列、回形针
系列、平行宇宙系列等多个系列的产
品，希望在消博会上展示国际化、时尚
化的品牌形象。”BOLON眼镜品牌总
监杨光介绍，展会期间不仅有商务客
户前来对接，也有许多消费者专程来
询问购买最新款或明星代言人同款眼
镜。为了满足更多客商对款式的需
求，雅瑞光学还从BOLON眼镜海口
相关门店调货送进消博会现场。13
日，雅瑞光学还将亮相第三届消博会

“首发首秀”，进行全新品牌视觉形象
升级、发布最新“无限”系列产品。

主播力荐 厦门外贸优品吸睛

在汉印电子展台前，一台世界上
最小的可以打印A4纸的打印机吸引
着客商目光。

本报讯（记者 陈璐 通讯员 苏
碧慧）随着RCEP政策红利的逐步
释放，出口企业对充分利用自贸协
定促进外贸发展的意识逐渐增
强。数据显示，一季度，厦门海关
共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 5025
份，涉及出口享惠货值22.18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劲增 70.28%和
49.79%，预计可为出口企业获得
进口国关税减免超2000万元。化
学品、铝制品、伞具为主要享惠产
品。

昨日，厦门康亿达商贸有限公
司申报员林丽君在公司楼下的便

利店e政务机器上，顺利打印出刚
刚向厦门海关隶属东渡海关申请
即审核通过的一份RCEP原产地证
书。凭借这份证书，公司出口马来
西亚的一批价值约15万元人民币
的食品将获得进口国零关税待遇，
减免金额近3000元。

“在海关的政策引导下，我们
为出口产品办理原产地证书时，已
经养成了选择最优享惠方案的习
惯”，林丽君说，公司主要出口食品
到欧美和东盟，根据目前的自贸协
定，出口到东盟的产品可以同时享
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和RCEP自

贸协定的关税减免待遇，公司在为
出口产品办理原产地证书的时候，
首先查询两种协定项下的税率减
免幅度，如果没有差别时，考虑到
自助打印等便捷优势，公司会优先
选择RCEP原产地证书。

为了让RCEP政策红利落到实
处，厦门海关积极宣讲RCEP项下
原产地规则和关税减让安排，梳理
重点享惠产品清单，对重点企业

“靶向”推介RCEP政策，指导企业
提前谋划开拓市场。加强RCEP实
施效果跟踪，深入开展调研，广泛
收集各方面诉求。设立RCEP证书

审签专岗，指导企业快捷查询相关
资讯。

与此同时，厦门海关持续优化
签证模式，借助科技手段提升业务
办理的智慧含量，通过打造一体化
平台、共享自助终端提供“智享服
务”；通过微信、电话解答企业咨
询，指导企业顺利办理证书；针对
企业出口产品特点和国别开展点
对点政策宣讲，引导企业选择最优
享惠方案，帮助企业用好用足
RCEP等自贸协定关税优惠，降低
出口成本。

本报讯（记者 沈彦彦 通讯员 赖
天生 修晓卿）昨天，国家统计局厦门
调查队发布数据称，2023年3月，厦门
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下降
0.2％，降幅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
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缩小0.3
个百分点；1月-3月累计上涨1.3％。

从环比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
0.9％。春季天气良好，各类鲜菜大量
上市，鲜菜价格下降6.3%，影响CPI下
降约0.13个百分点；生猪供应充足，猪
肉、其他畜肉及副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1.3％和 2.9％；鲜果价格下降 1.7％。
其他七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环比“四
涨二降一持平”。其中，衣着、教育文
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及服务
分别上涨0.8％、0.7％、0.1％和0.7％；
生活用品及服务和交通通信类分别下
降0.7％和0.3％；居住类持平。随着
商务、旅游等各类出行的增加，宾馆住

宿和其他住宿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3.6％和3.4％，旅行社收费价格环比上
涨5.9％。

从同比看，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2.3％。其中鲜果价格上涨15.1％，影
响CPI上涨约0.25个百分点；猪肉价
格上涨21.5％，影响CPI上涨约0.23
个百分点；鸭价格上涨25.9％，影响
CPI上涨约0.15个百分点；鲜菜价格
下降9.3％，影响CPI下降约0.20个百
分点。其他七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
比“四涨三降”。其中，衣着、生活用品
及服务、交通通信同比分别下降
1.3％、0.2％和3.5％，居住、教育文化
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及服务等
同比分别上涨 0.6％、2.8％、0.9％和
2.1％。汽油价格下降6.4％，影响CPI
下降约0.25个百分点；燃油小汽车下
降6.9％，影响CPI下降约0.20个百分
点。

3月厦门市CPI
同比上涨0.6％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前日上午，
市残联理事长许霖接听厦门市政务热
线，携全体业务处室负责人就残疾人
康复、教育、就业、证件办理等政策进
行全面解答，回应群众热切关注的问
题，与残疾人及亲属在线交流。

在残疾人就业创业、生活环境优
化方面，我市有哪些最新的亮点工
作？许霖表示，残疾人就业创业方面，
2022年3月，厦门市残联在实现“跨省
通办”的基础上，自主开发了“超比例
奖励”模块，对超比例安置残疾人的用

人单位提供了“免申即享”主动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

在生活环境优化方面，2023年1
月，市残联联合市交通局、港口局为厦
门市第三代残疾人证加载e通卡功能，
实现残疾人刷证免费搭乘市内公共交
通，同时推进投放无障碍公交车，目前
全市共有70辆无障碍公交车在营。
另外还组织残疾人成立无障碍体验
队，持续开展公共场所无障碍环境体
验，2022年累计反馈问题768处。

全市70辆无障碍公交车在营
我市多样化多方面保障残疾人需求

厦门海关一季度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超5000份

超22亿元出口货物享惠
预计可为出口企业获得进口国关税减免超2000万元

用青春语言讲述两岸融合故事
集美区举办“青年说”微宣讲巡讲台青专场暨社科专家进基层活动

本报讯（记者 袁舒琪）我市即将
进入地质灾害高易发期——4月-10
月是我市地质灾害易发期，其中5月-
6月的雨季及7月-9月的台风季为高
易发期。这是记者从市资源规划局近
日印发的《厦门市2023年地质灾害防
治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获悉的。

今年，我市要完成的重点地质灾
害防治目标包括建设12处群专结合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实验点，实施10处
以上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完成同
安区莲花镇淡溪村、西坑村地质灾害
搬迁避让收尾工作等。

今年我市地质灾害仍以崩塌、滑
坡为主。《方案》称，截至今年3月15
日，全市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5处，
其中危险性、危害性较大的地质灾害
隐患点有3处。全市应重点防范地质
灾害的镇（街）、单位有10个，行政村
（居委会）等有25个。之后，新发生地
质灾害险情灾情，经调查明确威胁范

围、威胁对象后，还将及时列入主要地
质灾害隐患点清单。

今年我市将开展一系列地质灾
害防治措施。在全市开展“天上看、
地上查、动态管”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识别，聚焦查找“隐患在哪里”，进一
步掌握风险动态。《方案》指出，各区、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地
质灾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复
查的年度“三查”工作，开展村（居）、
学校、房屋、旅游景区和非景区景点、
医院、养老院、避灾安置点和公路、铁
路、水利设施、通信设施、电力设施、
市政设施，以及各类施工工地与临时
工棚等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及
防范工作落实情况检查。针对新发
现的地质灾害隐患要及时处置，如一
时不能排除的，要及时纳入群测群防
体系或者有关部门监控范围，逐点落
实防灾责任人和监测人，采取防范措
施。

我市印发今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天上看地上查动态管
排查地质灾害隐患

华侨大学学子濮瑞恬分享华侨大学闽台华侨大学学子濮瑞恬分享华侨大学闽台
青年携手创新创业的故事青年携手创新创业的故事。（。（冯立东冯立东 摄摄））

本报记者 林桂桢
通讯员 赵婧
昨日，集美区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青年说”微宣讲巡讲台青专
场暨社科专家进基层活动在集美
区两岸融合发展中心和台企建霖
集团举行。来自集美和台湾的六
位青年宣讲员登台，用青春的语言
讲述两岸融合发展故事，把充满活
力的宣讲送到青年身边。

结合亲身经历
讲好两岸融合“集美故事”
“咱俩人斗阵举着一支小雨伞

……”华侨大学学子濮瑞恬以在台
湾学习时向台青朋友学到的闽南
话歌曲《一支小雨伞》开场，结合自
己在校的所见所闻，分享华侨大学
闽台青年携手创新创业的故事。

“这儿让我有种回到台湾老家
的感觉。”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炳璋，
在集美找到了人生方向——用新媒
体助力乡村振兴。他与伙伴发起创
业项目“青之约”，带着两岸青年和
高校师生走进后溪城内，从文化旅
游、文化创意、新媒体、空间改造等
维度助力集美乡村振兴，并开设了
三个乡村振兴短视频账号，不定期
播送集美乡村振兴故事，并与台湾
地区联动，实现两岸同步交流。

实地实景观摩
理论力量更打动人心
本次活动征求台青所想所愿，

结合社科专家进基层活动，量身定

制社科调研成果转化讲座，邀请集
美大学电影学院教授黄诗娴以《推
动两岸文化产业融合的路径思考》
主题开讲，聚焦两岸影视产业发
展，带大家从更新、更广阔视角了
解两岸文化交流。来自厦门理工
学院“两岸融合”社科课题组代表
等全程参加活动观摩，与两岸研学
基地、台企的台青们友好交流互
动。

此外，本次活动还安排了参访
学习环节，通过参观集美区两岸融
合发展中心，了解近年来集美区努
力做好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
促融三篇文章，探索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的举措和成果；实地走访建霖
集团，身临其境感受台企在集美的
发展情况，进一步推动理论宣讲与
生活、工作实践结合，使理论的力
量更加打动人心。

有共情有共鸣
宣讲深切触动观众

“对我而言，这已经不仅仅是
宣讲，我仿佛看到了自己2003年从
台湾来到大陆以来的成长历程。
一直以来，我也在身体力行推动两
岸融合发展。”青年宣讲员们热情
澎湃的宣讲，让建霖集团的台湾员
工颜至诚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颜
至诚在厦门已有20年，积极参加两
岸篮球联赛、两岸龙舟赛等活动，
主动向台湾朋友介绍大陆的发展
情况，也带着儿女参加两岸研学交
流活动。

“我们今天走访观摩了建霖集
团，更真切地感受台企在大陆的发
展历程。”去年6月，台湾青年吕俊
岳从厦大毕业后，就来到集美创
业，“集美创业氛围浓厚，台青创基

地众多，能及时提供各类优惠政策
辅导和创业资源。”

有深意有新意
集美“青年说”巡讲持续进行

去年以来，集美区精心组织策
划“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青年说”
微宣讲比赛，各院校内部选拔推荐
和区委各直属党组织推荐的48组
学子、青年同台pk，由大赛产生的
25支宣讲员组成的“青年说”宣讲
团，为集美区理论宣讲力量注入新
鲜血液。

近两个月来，这支有代表性、
贴近不同领域青年思想脉搏的宣
讲队伍，走进集美大学、厦门工学
院、厦门工商旅游学校、侨英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霖集团等
场所，用更年轻的思维、更生动的
故事、更鲜活的表达来阐述党的
二十大精神。这种更有深意、诚
意和新意的宣讲，既提升了青年
宣讲员的获得感和成就感，也让
青年学子、机关干部、台青、社区
群众、企业职工听得懂、愿意听、
听了受益。

此外，集美区依托元宇宙学习
馆，开设“青年说专区”，设置20个
微宣讲内容，以“云宣讲”扩大学习
宣传力度和覆盖面，开辟青年自我
教育新战线，把青年喜欢的话题变
成宣讲主题，让青年人讲给青年人
听，设计活动环节，吸引更多青年
参加。

链接

春潮涌动催人进，如火如荼大干时。
在我市在建市级保障房项目建设现场，混
凝土泵车往来穿梭，装载机、挖机、塔吊等
大型机械和鸣共舞，工人们相互协作，绑
扎钢筋、浇筑混凝土……紧盯各自任务目
标，每个项目都在争分夺秒抢工期、全力
以赴赶进度。

聚焦关键节点，多个项目近日传来捷

报。位于翔安区的珩边居住区日前实现主
体完工，预计6月底具备验收条件。这是我
市在建的最大规模保障性住房项目，项目
总用地面积约14.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59.3万平方米，将建设保障性住房4888
套。这也是我市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首次
引入养老住宅的项目，共试点建设了138
套适老化住宅，以适应人口老龄化进程。

本报讯（记者 袁舒琪 通讯员 陈胤
蓉）厦门市保障房建设正加速推进。近日
市建设局公布厦门市保障性住房在建项
目3月份形象进度，11个在建市级项目均
进展顺利，多个项目进入装修收尾、工程
预验收阶段，年内将有一批新的保障房竣
工交房。据介绍，今年我市计划新建各类

保障性住房共计一万套，此目标已列入
“为民办实事”清单中。

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做好各
类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工作，着力扩大住房
保障覆盖面，促进解决我市住房问题。据
了解，自2017年以来，我市已陆续开工及
续建共计43个市级保障房项目。

我市11个保障性住房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

今年计划新建
保障房一万套

“目前已有多个项目进入装修收
尾、工程预验收的最后冲刺阶段。”市建
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同安区龙秋公寓
正在进行预验收，有望成为今年第一个
竣工验收的保障房项目，将建成保障性
住房2700套，配套建设商业、社区服务
等设施。海沧区马銮湾地铁社区二期
项目 A01-A07 正在进行精装修施工，

同安区龙泉公寓一期正在进行主体结
构和装修施工，同安城北小区A地块、
同安祥平地铁社区三期D17、D20地块
也进入了室内外装修施工阶段。

另外，翔安区东园公寓一期、同安区
龙泉公寓二期、集美区洪茂居住区一期、
海沧区祥露小区等项目正在进行主体结
构施工或桩基和基坑支护施工。

明年马銮湾新城
将添2900套保障房

本报讯（记者 林岑）近日，记者
从海沧区了解到，保障性安居工程
——新阳居住区三期项目主体结构
封顶，整体工程预计将于明年3月竣
工，届时将提供2900套保障房。

据介绍，新阳居住区三期项目主
体结构比原计划提前了三个多月封
顶。在主体工程施工阶段，代建、施工
单位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和有效组织
流水作业，确保了项目顺利推进。日
前，该项目的室内外装修全面展开。

新阳居住区三期项目位于海沧
马銮湾新城东部，孚中央东路以东，
总用地面积9.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38.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提供保障
性住房2900套，并配套建设一所幼
儿园和一座集中商业用房等。

突破关键节点 多个项目传来捷报

如火如荼推进 多个项目进入最后冲刺

不久前主体结构封顶的新阳居住不久前主体结构封顶的新阳居住
区三期区三期。（。（市建设局市建设局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