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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以项目推进跨境贸易集

成化改革，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口岸

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外贸发展动力，

促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服务港口高质

量发展。

需求导向
拓展功能物畅其流

走进厦门港繁忙的理货作业现场，

理货人员正在对一批集装箱进行箱号、

铅封号的查验核对——手机打开厦门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小程序，录入铅

封情况、作业状况，上传集装箱情况图

片，就能快速完成理货作业。

查验理货是在货物装卸过程中，有

关主体对货物状态、装卸方式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监督并作如实反映的一种检

验鉴定活动。待查验的集装箱只有理货

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查验作业。

过去，查验理货需要理货人员拿着

纸笔记录每个集装箱的铅封号，在理货

作业完成后，回到办公室录入电脑，既

来回奔波，又可能漏单出错。

“数字口岸平台推出手机端‘理货

确认’功能，通过流程优化，大幅提升了

理货时效性、精准率，理货确认环节作

业效率提升了约 30%，加快了集装箱的

流转速度。”厦门外轮理货有限公司海

天查验组组长黄健介绍说。

效率大幅提升的背后，是厦门自贸

片区问需于企，梳理企业通关堵点，推

进数字口岸平台建设的持续探索。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我们联合厦

门海关等部门，以调研、座谈等方式深

入一线，了解企业的困难和需求，并聚

焦口岸数字化转型，打通痛点、难点、堵

点。”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找准问题补短板，一批创新举措为

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以创新

货物通关新模式的“智能云分流”为例，

通过打通海关与码头数据，在海关查验

环节，只要提前报关，进口货物到港的同

时即可收到查验指令，实现卸船分流，货

物流转时间平均减少 3 小时以上。而在

出口货物方面，实现进闸分流，货物在码

头内装卸和运输的次数减少 50%，时间

压缩 90%，实现 15分钟“一步到位”。

围绕企业需求导向和政策提升完

善两个方面，厦门数字口岸平台边建设

边试点边服务，服务范围持续延伸，功

能搭建不断完善。在此前揭晓的厦门市

2023 年度市区两级“十佳”营商环境创

新举措中，厦门自贸委和厦门海关报送

的“建设厦门数字口岸，提升通关服务

水平”入选市级“十佳”创新举措。此外，

数字口岸平台的“货物智能云分流，关

港联动促提升”入选 2023 年度厦门市

公共数据优秀共享案例。

做强底座
数据流转互联互通

不久前，数字口岸平台的又一创新

亮点——“海运物流链”功能落地开花。

借助该功能，海运进出口的境外装货、

订舱排载、报关申报等全流程即可实现

“一链全览”“一站通办”。

“查询+操作”的全流程海运作业

链如何实现？不同环节间的数据互联互

通至关重要。

“海运物流链”功能在厦门口岸物流

公共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建

设，此前，该平台已在厦门自贸委牵头

下，联合市交通局、港务控股集团等部门

和企业通力协作，汇集了船舶 AIS、海运

物流、集装箱动态、空运物流、车辆定位

等多方数据。目前，平台正在与厦门集装

箱智慧物流平台、厦门船代云平台等进

行用户对接，进一步畅通数据流转。

“数据是口岸运行的‘血液’，是影

响通关时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厦门

自贸片区管委会的相关负责人看来，让

“数字血液”真正流动起来，是口岸数字

化转型的关键。

早在厦门自贸片区成立之初，厦门

便以制度创新为抓手，聚焦通关贸易便

利化，做强数字底座，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集合口岸办、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

联检部门共建，发改、工信、商务、港口

等 10 多个政府部门参与，全力打造厦

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

平台整合了跨部门监管流程，建立

起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互换机制，

以“一个平台、一个界面、一点接入、一

次申报”的模式，有效破解了国际贸易

条块分割、资源分散、企业重复申报的

问题。

八年多的开发建设中，入选全国自

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的厦门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成为数字口岸建设的

“最强大脑”，不断实现功能集成优化。

平台现已累计上线“通关服务”“物流服

务”“金融服务”“跨境电商”等九大功能

板块、70个应用系统。

“‘单一窗口’的核心价值是数据交

换和共享。”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厦门数字口岸平台已接

入码头、场站、理货公司、拖车公司等相

关企业，以及海关、税务局等相关部门

的 40多个外部单位数据。

厦门自贸委聚焦深化“智慧口岸”

和口岸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构建统

一、高效、智能的厦门数字口岸平台建

设。2022 年、2023 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

项行动，共推出具体举措 141 项，其中

通过数字口岸平台实现的有 43 项，占

全部措施的三分之一，有效推动了厦门

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向更高水平迈进。

数据显示，在优化通关环境方面，

截至 2022 年 12 月，厦门关区进口、出口

整 体 通 关 时 间 较 2017 年 分 别 压 缩

78.16%和 95.99%，助力厦门口岸在十大

海运集装箱口岸营商环境测评中连续

四年获评最优。在服务企业方面，截至

2023 年 12 月，平台累计注册企业（机

构）1.8万家，注册用户 22.25万个。

走向国际
数字赋能高水平开放

2023年 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

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七批改革试点经验

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厦门自贸片区

“航空货运电子信息化”名列其中，是福

建省自贸区唯一入选的改革试点经验。

此项改革依托“单一窗口”建设航

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多角色并联

协同作业，多重纸面单证转为线上流

转，提升货站收运作业效率 90%。目前，

平台已与 20 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航空公司成功对接，实现互联互

通。2023年航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全年

累计作业量突破 34.09 万票，其中进口

运单电子化作业量 13.64 万票，出口运

单电子化作业量 20.45万票。

以数字化带动国际化，推动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厦门自贸片区围绕积极推

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以

“丝路海运”航线的加速布局，主动对接

国际交通体系和全球物流网络，推进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打造“一

带一路”投资服务圈。同时，片区进一步

支持新业态健康发展，探索建设出口跨

境电商退货中心仓，解决退货难、退货

贵、周期长等问题，打通退卖循环通道；

上线综保区数字监管综合服务平台“跨

境电商货物”功能，便利非保货物出入

综保区跨境电商监管场所，实现“综保

区+跨境电商综试区”高效联动……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将进

一步提升厦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

务水平，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数字贸

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口岸服务融合

发展，探索在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开

设金砖国家服务专区，联合厦门海事局

共建海上运输“单一窗口”，真正以高质

量“数字口岸”建设，赋能厦门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助力厦门加快打造新发展格

局节点城市。

（廖丽萍 周莹 严伟荣 王李强）

在连城县杨记新泉美食店的后厨内，店
主兼主厨杨永彩正忙着制作拿手好菜——童
子鸡涮酒。只见他将散发淡淡甜香的客家米
酒倒入锅中，接着放入剁成小块并用盐、味
精、蕉芋粉稍加腌制的鸡肉，再放入香藤根、
党参、枸杞等中草药，小火慢熬至鸡肉成熟后
捞出摆盘。另起锅烧油，爆香葱姜蓉，加上一
勺米酒辅以简单调味，最后将姜汁均匀浇在
鸡肉上，连城名菜童子鸡涮酒便制作完成。

刚出炉的童子鸡涮酒氤氲着热气，淡淡
的米酒甜香萦绕在空气中，浸润着酱汁的金
黄色鸡皮闪着莹润的光泽，鸡肉饱满嫩滑汁
水充盈。夹起一块送入口中，咸香滋味在唇齿
舌尖迸发，再佐以一口涮肉的米酒，一股暖意
便从胃部缓缓升腾，逐渐传遍四肢百骸，一扫
冬日的寒冷。

俗话说：“连城人的一天从涮酒开始。”此
言非虚，豪气直爽的连城人在清晨便能展示
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江湖气势。但涮酒
并不局限于早晨，对于连城人来说，一日三餐
都可吃，既可作为早餐唤醒一天的精气神，也
可作为晚餐宴请亲朋宾客。

连城的涮酒文化起源于明清时期。连城
地处闽江、汀江、九龙江三江源头，古时与外
地沟通主要依靠水路。在连南朋口溪流域一
带，长期从事船运的船工很多，他们长年累月
在水上劳作，为祛除湿气，便时常煎煮香藤

根、鸭香草、辣薯等中草药饮服。据传，一名船
工将老板丢弃的牛内脏加入草药中，再加上
客家米酒炖煮食用，发现驱寒除湿的效用更
加显著，“涮九品”从此诞生。

“涮九品”又称“九门头”，“九品”指的是
牛的九个部位，包括牛舌峰、百叶肚、牛心冠、
牛肚尖、牛里脊肉、牛峰肚、牛心血管、牛腰、
牛肚壁。因此也有人笑称这是一餐吃了“一头
牛”。清代康熙年间，著名理学家张鹏翼品尝
完“涮九品”后写下诗句“草里藏珠少人问，脆
声嚓嚓隔山闻。琼浆难比盘中味，引得神仙下
凡尘”，足见“涮九品”的独有风味。

“涮九品”是传统的连城涮酒菜，但经过
几百年的发展，涮酒指的不单是一道“涮九
品”，更代表着一种烹饪方式和饮食文化。涮
酒发展至今对于食材种类的选择更加“百无
禁忌”，鸡鸭鱼猪统统可以用于涮酒，就连不
常吃的甲鱼，也可成为涮酒的原材料。

食 客 对 涮 酒 风 味 的 要 求 只 增 不 减 。杨
永彩说：“为了保证肉的口感，不同食材要
使用不同的处理方式。牛肉要脆嫩，不同部
位的肉下刀的力度、位置、方向都有讲究。
鸡肉要滑嫩，使用的必须是童子鸡或者小
母鸡。涮鲫鱼或者甲鱼时要保证食材形态
完整，鲫鱼不去鳞，甲鱼不去壳，活鱼下锅，
小火慢炖。”

如今，作为连城美食名片之一的涮酒已
经走出连城，成为一道客家名菜。杨永彩说：

“外地来连城的客人几乎都会来尝尝涮酒。”
一 道 看 似 简 单 又 颇 有 讲 究 的 涮 酒 背

后，体现着连城人粗犷又不失精细的性格
特征，蕴含着热情质朴、追求本真的连城地
域文化。

涮酒是连城的美食名片，曾经一餐吃下“一头牛”，现在鸡鸭鱼猪都可涮酒，蕴含着热情质朴的地域文化——

淡淡甜香，唤醒一天精气神
□徐士媛 张杰 黄水林 文/图

志愿者为环卫工人送上爱心早餐。

早上 5点多，志愿者齐聚早餐店打包。

小朋友也来帮忙。

“最近连续几天都收到了爱心早餐，种类可丰富
了，我的身体温暖，心更加温暖，谢谢大家的关心！”
15 日早上，收到爱心早餐的环卫工人郑春菊乐呵呵
地说。

作为唤醒城市睡眠的人，郑春菊每天早上 4 点半就
会到岗，这时候早餐店往往还没开门，她只能喝几口水、
吃点饼干对付，直到 7点半结束第一班岗才能休息。

漳州市长泰区红十字义工协会从 2016 年起，每年
都集结爱心志愿者，为环卫工人送上爱心早餐。今年的
行动从 1 月 7 日开始，将持续 15 天。全区 33 名早班环卫

工人，每天都能在寒冷的冬日清晨感受到来自志愿者的
关怀。

“太冷了，尤其是冬天的早晨，真的太佩服这些城市
美容师了，我们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感谢他们为城市作出
的贡献。”长泰区红十字义工协会会长杨文典说。志愿者
们分成 4 组，穿梭在大街小巷，送出满满爱心。“从 2016
年起，我们已经送出爱心早餐 4605 份。这样的行动我们
还会继续，也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队伍，让爱
不断传递。”

本报通讯员 林少虹 叶达道 张慧娜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戴敏 通讯员 陈天长 王倩文） 8日，长汀县
策武卫生院工贸新城联合分院梁小荣公共卫生服务团队，来到策
武镇河梁村康复患者林妹仔家，为她量血压、测血糖，开展体检。

2021 年 10 月，林妹仔在家行走时突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
当即摔倒在地，伴语言含糊、口角歪斜，工贸新城联合分院当即
将她送往汀州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脑出血”，经过 4 个多月康复
治疗，她病情好转出院，但出现右下肢麻痹，不能久站。

不久，林妹仔进入工贸新城联合分院接受进一步康复治疗。
经过半年的康复治疗，林妹仔从不能久站到站立平衡二级并搀
扶步行，从失语到比较顺畅地与人交流。当年 9 月，林妹仔转家
庭病床服务，经过家庭病床服务治疗两个月，她的关节疼痛消
失，下肢水肿好转，能自行站立并使用手杖步行。2022 年 11 月转
入家庭医生签约管理。

这是策武卫生院推行康复患者全周期闭环管理的又一典型
案例。何谓康复患者闭环管理？策武卫生院院长张开炎介绍，康
复患者从急性发作上转到汀州医院住院治疗，病情稳定后转回
工贸分院康复治疗，病情好转后进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患者病
情稳定后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而实现康复患者从县医院、社
区医院、家庭病床，再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全过程闭环管理。

“根据患者病情，为患者分阶段提供最高效便捷实惠的医疗
服务。”张开炎介绍，康复患者全过程闭环管理，为患者提供了便
利的医疗服务，提高了医疗资源利用率，减轻了患者负担。以林
妹仔为例，在汀州医院住院治疗，每月费用大约为 2646 元，在工
贸分院自费只要 560 元，而家庭病床一个月 10 多元，家庭医生签
约一年 20多元。

这种康复治疗新模式也获得了专家的认可。去年 12 月 14
日，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院长梁万年来到策武卫生院工贸
新城联合分院，实地考察、现场调研，充分肯定该院康复患者全
周期闭环管理的做法。

据了解，策武卫生院工贸分院 2021—2023 年康复服务共
4690 人次，实行闭环管理 206 人次，闭环管理从 2021 年 20 人提
升到 2023年的 128人。

长汀：康复治疗全过程闭环管理

冬日清晨
爱心送暖

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影像志

杨永彩正在处理童子鸡涮酒的食材。

童子鸡涮酒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全国检察长会议 14 日在京举
行。最高检提出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检护
民生”专项行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最高检要求，检察机关要聚焦社区团购、网络营销、直播带
货等新业态涉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专项监督；进一步加大司法救
助力度，推动健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加强劳动者特
别是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积极参与根治欠
薪专项行动，依法惩治恶意欠薪犯罪；深化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
执法领域检察监督，促进出行安全；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司法保
护；协同整治医保领域欺诈骗保、养老诈骗。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
罪方面，最高检提出，将协同整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侵权
等违法犯罪；深入推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整治，会同公安机
关开展专项行动，挂牌督办重大复杂案件，对境外遣返涉诈人员
依法交办督办，深挖严打组织者、领导者及幕后“金主”。

最高检:加强民生司法保障
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从 14 日在京召开的全国司
法厅（局）长会议上获悉，2023 年，我国法律服务水平加快提升，
共办理法律援助 158.5万件、公证业务 1325.5万件、仲裁业务 51.5
万件、司法鉴定案件 342.5万件，群众法治获得感得到切实增强。

据悉，过去一年，司法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现代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律师行业东中西部对口帮扶机制；规范
33 类 81 项公证事项、删减 116 项证明材料，有效解决循环证明、
无谓证明；开展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提升年行动；深入实施“八五”
普法规划，部署首批“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创建，培育
397.2 万名法律明白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近 86
万人，创历史新高。遴选 295 家公证机构开展海外远程视频公
证，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根据会议部署，司法部下一步将突出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努力提供覆盖面更广、内容更丰富、质量更高、获得感
更强的公共法律服务。进一步均衡配置城乡资源，加强现代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稳妥推进公证体制改
革，扩大“最多跑一次”公证事项范围。

在依法行政方面，将聚焦重点问题开展精准化、“小切口”督
察，完善与纪检监察、检察监督协作配合机制，加强行政执法指
导监督。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年底前基本建成省
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推进健全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健
全与行政诉讼、信访的衔接配合机制，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
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司法部还要求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推进涉
外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工作，加快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
仲裁机构和律所，建好“一带一路”法律服务综合平台，加强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等。

去年全国办理法律援助158.5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