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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年货大街”喜庆登场

近日，记者走进麦德龙郑东商场，只见
各式各样的年货组成了长龙，从超市入口延
伸至商场内，长数十米。红金相间的灯笼
高高挂，印有“福礼荟萃，悦享龙年”的红
色条幅异常醒目，不时有市民前来咨询年
货礼盒。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推出的有
坚果、零食、饼干、调味品、熟食、南北干
货、水果等多款礼盒。“喜欢烹饪的市民可

以选购干货礼盒，这个既漂亮也实用，像
竹笋煲汤啊，做菜啊，都可以用。要是走
亲访友可以选购坚果礼盒。”据几位营业
员介绍，年货礼盒的价位从几十元到上千
元不等，其中以 200 元至 400 元的中等价
位年货礼盒品种居多，可满足不同消费者
的需求。

“这种酥糖可好吃，盒子也好看，糖吃
完以后，盒子还可装零食用。”市民王女士
拿着一个装满酥心糖的椭圆形透明礼盒说。

在永辉超市、盒马鲜生二七万达店、世
纪联华超市长江路店、丹尼斯百货长江路店
等处，品种丰富的年货礼盒将各大商超映衬
得红火喜庆。除了传统年货礼盒外，不乏海
鲜礼盒、山珍礼盒，或设置专区摆放，或分布
在相关区域。

“河南味道”传播中原文化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不少商超都设置
了河南特产专区，摆放有“好想你”“百年白
记”“道口烧鸡”“明正”牛腱礼盒等河南特
产礼盒，其中不少是“河南老字号”“中华老
字号”。

做工精致的开封传统糕点、肉质紧实的

道口烧鸡、香甜美味的新郑大枣……昨日，市

民许晶和丈夫在丹尼斯百货长江路店为母亲

选购了满满一推车年货。她手拿一袋“道口

烧鸡”告诉记者：“这烧鸡可是咱河南一张闪

亮的文化名片。快过年了，为亲朋好友送上

本土特色年货礼盒，可以弘扬咱河南文化。”

健康养生年货受青睐

即食花胶礼盒、燕窝礼盒、西洋参礼

盒……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健康意

识的增强，一些健康养生类的年货受到市民

欢迎。据盒马鲜生二七万达店工作人员介

绍，这两年，健康养生礼盒越来越受到市民

关注，礼盒品种分为单品礼盒和多品种组合

礼盒，覆盖高、中端档次。

业内人士建议，科学购买保健食品，要

做到“一看二查三辨”。一要查看销售场所

资质，到证照齐全的正规场所购买。二要仔

细查看外包装标签标志和产品相关信息，认

准保健食品的标志。三要辨别广告和宣传

内容。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也不能代替

日常饮食，要坚持平衡膳食。

更多年货持续推出

距离龙年春节还有一个月，为年夜饭
准备的熟食礼盒也在紧张筹备中。据永辉
超市负责熟食的工作人员介绍，临近春节
前一周，牛肉、黄河大鲤鱼、烧鸡、扣碗等诸
多品种熟食礼盒会陆续上货，这些礼盒将
为绿城市民家中的年夜饭增添更多美味。

记者翻阅盒马鲜生超市提供的年货册
发现，上面品类丰富，包括节日佳选、健康礼
遇、甄选家宴等。盒马鲜生二七万达店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为给市民年夜饭提供丰富
的原材料，近期还会推出不同价位的预制
菜，再过一周左右可以预定。世纪联华超市
长江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更多品
种丰富的年货礼盒正在陆续推出中。多家
商超能够提供线上配送服务，广大市民可根
据自身需求选择，提醒市民在选购年货礼盒
时，注意保质期 。

百姓舌尖上的年味儿，从购买年货开
始。在忙碌一年的喜悦中，众多市民正在
用“买买买”迎接龙年新春的到来。

一季度来豫旅游包车
每车次补贴1000元
本报讯（记者 张倩）1月 9日，记者从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2024年 1月 10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河南将对非河南籍
牌照、目的地在河南且在河南高速下站，持有道路运输证、包车
客运标志牌、包车合同的旅游包车，组织包车的河南省内地接旅
行社，给予每车次 1000元定额补贴（包车所属运营企业和组织
包车的河南省内地接旅行社分别补贴500元）。

具体补贴流程如下：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4月 15日，组织旅游包车的河

南省内地接旅行社登录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豫
见交通”，在服务栏目旅游包车补贴项目进行注册，然后上传
或填报相关佐证材料（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团队名单表、
团队行程单、组团社地接社确认件、景区门票凭证、包车客运
标志牌照片）、收款账户、收据扫描件、联系方式等信息（咨询
电话：0371-12328）。经审核合格后给予补贴。地接旅行社
收到补贴后，于 3个工作日内将包车补贴支付给车辆所属运营
企业。

据了解，为深化交旅融合发展，河南将加快推进“黄河古都、
太行云天、生态伏牛、红色大别”四大一号旅游公路建设，完善公
路沿线旅游服务设施功能，推广“交通+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加快完善“快进慢游深体验”服务体系，开展精品旅游公路和水
路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创建，连通绿水青山，助力行走河南。

郑州—万象跨境
公路货运线路开通

本报讯（记者 刘凌智）1 月 9 日，郑州—万象跨境公路货
运线路开通仪式在新郑综合保税区举行，这是郑州航空港区
继郑州至莫斯科、郑州至塔什干之后，开通的第三条国际公
路运输线路，同时首次实现了郑州至东南亚地区公路运输的
零突破。

当天上午 10：30，6辆运载办公用品的货车自新郑综合保
税区驶出，该车队将经云南磨憨—老挝磨丁后，到达老挝万象，
全程 3350公里，境内段 2600公里，境外段 750公里，大概 6天
能够到达目的地，这也标志着“郑州—万象”跨境公路货运线
路正式开通。

该线路去程主要运输电商货物，钢材、不锈钢、机械设备、建
筑材料、生活用品、衣服鞋袜、白菜土豆等；回程主要运输啤酒、
咖啡、西瓜、甘蔗、香蕉、柚子、部分木薯等。

与航空运输以外的其他运输方式相比，该线路全程不换
车、采用国际标准集装箱，具有通关迅速、运输安全、便捷
高效，门对门直通的突出优势，显著节省时间并具有极高的性
价比。

据新华社北京1月 9日电（记者
申铖 韩佳诺）记者 9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了解到，2023年前 11个月，到税务
部门新办理税种认定、发票领用、申报
纳税等涉税事项的经营主体（以下简
称“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达 1515.1 万
户，同比增长 25.4％，两年平均增长
11.9％。

“涉税经营主体是经济运行的一
张‘晴雨表’，也是感知市场温度的敏
锐触角。”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
展司司长练奇峰介绍，2023年前 11个

月新办涉税经营主体中，当年即领用
发票、有收入申报的税收活跃户达到
1055.7万户，占比 69.7％，较上一年同
期提高 3.1个百分点，证明涉税经营主
体活跃向好。

从产业发展结构看，2023年前 11
个月，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
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新办涉税经营
主 体 455.4 万 户 ，占 全 部 新 办 户 的
30.1％，较上一年同期提高 2.5个百分
点，其中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业新办户
数同比增长32％，实现较快增长。从区

域分布看，2023年前 11个月，长三角、
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四大经济圈累计新
办涉税经营主体 699.4万户，占全部新
办户的46.2％。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沈
新国表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落
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支
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各项税
费优惠政策，推进新办涉税经营主体
发展壮大，为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积极贡献
力量。

消费旺起来 年味浓起来

年货市场“红红火火”
本报记者 成燕 见习记者 孙婷婷

察观财经

“过新年，又过新年……”时值
岁末，漫步绿城多家超市，不少市民
发现，浓郁的迎接龙年春节气息扑
面而来。近日，记者走访郑州麦德
龙、永辉超市、盒马鲜生二七万达店
等多家商超发现，琳琅满目的“年货
大街”一字排开，品种繁多的年货礼
盒已换新喜庆包装，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选购。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郭家栋）2023年全市进出
口总额预计将达 5400 亿元；跨境电商年交易额超 1250
亿元，增长 10%，居中部地区第一；“三个一批”签约项
目达 222 个，投资总额达 4000 多亿元，综合评比居全省
第一……刚刚过去的 2023 年，市商务局着力推动对外开
放高地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统筹抓好外经贸发展、
招商引资等工作，不断激发消费潜力，凝聚发展合力，全
市主要商务指标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交出亮
眼的成绩单。

开放通道持续巩固。2023年，我市签署河南—柬埔寨
—东盟“空中丝绸之路”战略合作协议，成功落地郑州东盟
中心，柬国航成为郑州首家国外航司中国区总部。郑州机
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535.8万人次，增长175%；货邮吞
吐量预计突破 60万吨。我市打通了直达 RCEP成员国水
果进口冷链专列物流大通道，新开通国际直达线路3条，形
成了“二十二站点、八口岸”的国际物流网络体系，中欧班列
（中豫号·郑州）累计开行超2800班。郑州成功举办第七届
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跨境电商年交易额超过 1250亿
元，增长 10%，总量居中部第一，全国第一方阵。海铁联运
集装箱超过4万标箱，增长151%。

国际交往不断深化。我市还积极“走出去”开展国际交
流合作，签署了郑州—拉齐奥大区合作备忘录，与雅典埃里
尼贡-阿伊鲁波里市、泰国罗勇府等4个城市签订友好交流
城市关系协议书。同时举办“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中国
郑州大奖赛、2023郑州网球公开赛、2023年郑开马拉松大
赛等多项国际赛事。癸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国（郑
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2023商用密码大会、第十四届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德汽车产业大会等重大
活动“好戏连台”，推动郑州快速融入世界。

自贸区建设成果突出。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形成
制度创新成果 316 项，其中全国首创 50 项、全省首创 79
项，12项制度创新在全国复制推广，郑州机场航空电子货
运、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点制度创新等多项成果为全
国首家或全国唯一。“航空货运电子信息化”入选国务院第
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创新发展取得重大实效。郑州片区新
注册企业 1.7万家，以全市 1%的土地面积贡献了 11%的市
场主体，RCEP示范区建设成效突显，自贸区 2.0版建设扎
实推进。

外经贸发展稳中提质。全市 2023年进出口总额预计
可达5400亿元，居中部城市第一，全国省会城市第五，国家
中心城市第七位，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均占全省 67%左
右。新的外贸增长点不断涌现，汽车出口大幅增长，出口额
近 200亿元，增长 93%；二手车出口 8000多辆，出口额达
2.4亿美元；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额达52.7亿
元，增长18.6%。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全市服务进出口额达
15亿元，增长 51%；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 27亿美元，增长
25.8%，其中离岸外包2.6亿美元，增长27.5%。

招商引资量质齐升。市商务系统加密加强政企高层互
动走访，举办系列境内外经贸招商活动，签订一批战略合作
协议，达成了一批投资合作意向，比亚迪 20GWh储能柜、
华润中原超级总部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落地。“三个一批”
签约项目 222个，投资总额 4000多亿元，综合评比全省第
一，新签约项目600多个，签约额7300多亿元，新开工项目
近400个，投资总额5200亿元。

郑州去年跨境电商
交易额超1250亿元

居中部第一

数数说郑州说郑州

2023年前11个月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超1500万户

2023年全国粮食
收购量超 4亿吨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胡璐 郁琼源）2023

年，我国粮食产量再获丰收，全国收购平稳有序，全年
收购量保持在 4亿吨以上，与上年水平大体相当，“大
国粮仓”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这是记者在 8日至 9日召开的全国粮食和物资储
备工作会议上获悉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
焕鑫说，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库存消费比远高于
17％至 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全国标准仓房
完好仓容达到 7亿吨，粮食仓储管理规范化、精细化、
绿色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仓储条件总体保持世界
较先进水平。

据介绍，虽然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粮食供求中长
期呈紧平衡态势，品种结构矛盾仍然突出，粮食生产向
主产区集中，大范围、长距离、快速调运供应的压力增
大。刘焕鑫说，为了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加大粮食宏观调控力度，认真组织政策
性粮食销售，适时开展中央和地方储备轮换，发挥吞吐
调节作用。在国际粮食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我国
粮食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2023年，我国粮食储备管理力度逐步加大。中央
储备粮、最低收购价粮实现信息化全覆盖。所有省级
储备粮、29个省份的市县级储备粮实现信息化全覆
盖，省市县三级储备粮信息化覆盖率达到95％。坚决
查处涉粮违法违规案件，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作
出行政处罚8000多例，罚没金额达2210万元。

1月9日，白天鹅在山西平陆黄河湿地栖息。
占地6000多公顷的山西平陆黄河湿地位于山西、河南

两省交界处，这里气候温和、采食丰富，非常适宜白天鹅越
冬。每年秋末冬初，白天鹅就会成群结队地从俄罗斯西伯
利亚地区陆续飞临这里越冬。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我市出台数字政府建设行动方案

到2025年高水平建成智慧化“智能体城市”
（上接一版）我市要打造全业态、全领
域、全对象的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创
新监管执法新模式，实现政府监管数
字化，实施“信用＋监管”，开展分级分
类信用监管，强化信息共享，推动信用
信息向市场主体有序开放，健全信用
监管长效机制。

同时建设重点领域全周期溯源平
台，依托城市大脑区块链平台，支撑各
类溯源平台建设，加强数据互通共享，
构建新型溯源监管方式，逐步建立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优先在
农业、食品、医药、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
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全领域监管。

聚焦数字化治理模式创新，《行动
方案》要求，把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
理作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总抓手，以
三级城运体系和四级网格体系建设为
载体，加快“市域一体、直达网格”社会
治理一体化建设。推动“一库、一图、
一平台、一中心”建设，打造以“人、地、
物、事、情、组织”为重点内容的市域社
会治理六要素数据归集，推动政务网、
物联网、视联网、治理网“四网融合”。

聚焦利企便民数字化服务，《行动
方案》要求，打造泛在可及的服务体
系，注重“郑好办”APP“移动端”特色
政务品牌建设，强化与政务服务网“PC
端”、综合自助一体机“就近端”、大厅

综窗系统“线下端”无缝衔接，实现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探索标准化智能审
批，实行申报审批“秒报”“秒批”，做到
全流程不见面、零跑动、一次办，探索

“免申即享”等创新应用新模式。
优化完善“亲清在线”服务平台，

深入推进惠企政策兑现，搭建“郑惠
企”政策服务平台，以惠企政策“一口
发布、一口解读、一口兑现、一口服务、
一口评价”为目标，构建惠企政策库、
政府资源库、市场主体库，打造企业一
站式服务平台。探索简化审批新途
径，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探索推
广“区块链＋人工智能”全程电子化商
事登记，推动企业开办全环节、全链条
智能审批，提供企业开办、变更、注销
等全生命周期服务。

开展“数源”“数聚”“数用”建设
唤醒“沉睡的”数据资源，充分发挥

数据优势，才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我市明确，构建开放共享的数
据资源体系，从开展“数源”建设、“数
聚”建设、“数用”建设着手布局。

“数源”建设是以“一数一源一标
准”为原则，围绕高频数据需求，确定
数据责任部门、数据源头、更新机制、
质量标准、使用方法等基本属性，形成
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实现政务

数据资源清单化管理。从需求侧和供
给侧进一步推动交通、医疗、教育、水
电气暖等行业数据归集，实现数据“应
归尽归”。

“数聚”建设是坚持“一数一源、一
数多用”，完善提升基础数据库、主题数
据库、专题数据库支撑能力。完成全域
基础数据归集，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综合
数据库。依托空间基础地理信息和各
类专题图层，建立统一的地址标准，叠
加“一标多实”各类城市运行管理要素
数据，打造融合基础地理、静态数据、动
态数据的数字治理要素一张图。健全
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协调机制，打造数据
高效共享平台，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建
立健全数据供需对接机制，推动数据精
准高效共享，实现“一网享数”。

“数用”建设是积极探索数据安
全、高效、可持续利用的实践路径，编
制公共数据开放目录及相关责任清
单，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和开发利
用。聚焦数字政府建设增能增效，通
过数据资源整合共享，支撑精细化服
务管理、精准化风险识别、网络化行动
协作的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充分释放
数据要素价值。促进公共数据和社会
数据融合治理、融合运用，逐渐形成多
元汇集、集中开放的数据资源开放应
用新格局。

黄河湿地
变身“天鹅湖”

去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初步统计达1320亿件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戴小河）国家邮政
局预计，2023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达1320
亿件和1.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5％和 14.5％。

这是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冲久在 1 月 9 日举行的
2024 年全国邮政管理工作会议上介绍的。他说，
2023年邮政快递业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健全
县乡村寄递服务网络，启动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三
年行动，实施“一村一站”工程，累计建成 1267个县级
公共寄递配送中心、28.9万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
站和19万个村邮站。

赵冲久说，2024年行业仍将继续保持稳步上升态
势，预计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和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分
别完成 1715亿件和 1.6万亿元，增速 6％左右；快递业
务量、业务收入分别完成1425亿件和1.3万亿元，增速
8％左右。

我国将实施六大行动
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胡璐 郁琼源）2024
年，我国将围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
产业，实施粮食绿色仓储等六大提升行动，深入推进优
质粮食工程。

这是记者在 8日至 9日召开的全国粮食和物资储
备工作会议上获悉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
焕鑫在会议上说，通过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2023
年我国粮食产业实现提质增效。预计 2023年粮食企
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4.3万亿元，同比增长 7％。组织发
布小麦、大豆强制性国家标准，建立完善粮食质量安全
第三方检验监测制度。

他表示，2024年将实施粮食绿色仓储、品种品质
品牌、质量追溯、机械装备、应急保障能力、节约减损健
康消费等六大提升行动，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开展国家现代粮食物流（产业）示范
园区创建，促进园区设施完善和功能提升，搭建优质粮
油产品产销衔接平台，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近年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推进实施优质粮
食工程，开展“中国好粮油”行动，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体
系，不断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发挥粮食流通对
生产、消费的引导作用，不断满足消费者“吃得营养、吃
得健康”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