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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假期顺畅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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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即将到来的“五一”旅游高峰，中国选择用真实破除偏见：当全

球游客与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相遇，那些试图用“威胁论”筑起高墙的

声音，必将在亿万人热气腾腾的生活图景前哑口无言。

程 硕作（新华社发）

入 境 游 热 折 射 中 国 魅 力
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

刘世虎

中国入境游市场已提前进入“沸腾模

式”——携程数据显示，重庆“五一”期间

入境游订单同比暴涨 193%，成都相关搜

索量环比增长 88%。这不得不提到一个

人——国外网红“甲亢哥”。正是他 4 月

初的“边走边播”，进一步将传统旅游推广

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拓宽了外国游客了解

中国的视角。

横跨多城的“一镜到底”直播，让

长期被灌输“中国落后说”“中国威胁

论”的西方网友经历了一场认知地震。

甲 亢 哥 自 2022 年 开 始 在 全 世 界 边 走 边

播，去过 20 多个国家，曾经被抢过，被

袭 击 过 ， 事 故 频 发 。 在 中 国 ， 他 一 路

安全顺畅，处处受到欢迎。

这种顺畅见证了科技硬实力。5G 信

号全覆盖，让甲亢哥在穿山越岭的高铁上

也能流畅直播。会自动泊车、能伴着音乐

“跳舞”的汽车不是特效，无人机送肯德基

外卖也不再是科幻。共享单车骑了，刷脸

支付扫了，24 小时便利店逛了，这些让外

国网友狂刷弹幕的独特体验，不过是中国

人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

这 种 顺 畅 见 证 了 对 消 费 环 境 的 维

护。直播中，甲亢哥随机走进一家茶馆、

小吃店、火锅店就开吃，路人往他嘴里塞

个橘子甚至递过去一整只卤鹅，他也毫不

犹豫地啃一口。这些互动不仅拉满娱乐

效果，也折射出我国消费环境的深层安

全感——5 年来，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合格率保持在 97%以上，稳中趋好，这都

是来自我国大力净化消费环境和提升食

品安全的扎实举措。

我们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让人民

过上更好的日子，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

果。在甲亢哥的直播中，李子坝轻轨穿楼

的网红奇观，其实是解决山城交通难题的

民生工程；迎着江风跳坝坝舞的重庆嬢

嬢，跳出了全中国 2.8 亿老年人老有所乐

的晚年生活。当甲亢哥惬意地坐着公交

车感叹中国的繁华夜景时，全世界的网友

也看懂了，原来中国人民的日子过得这么

红火。

今天，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过境免签延长至 240 小时，韩国人甚至

流行起“周五下班飞上海过周末”。随着

“朋友圈”扩容，越来越多外国主播成为

中国故事的讲述者：美国人保保熊用镜

头展示“City 不 City”的韵味；伊拉克

老王在夜市被辣得满头大汗，却开心地

对着镜头竖起拇指。中外游客在西江苗

寨参与长桌宴时，载歌载舞的村民正是

文化传承的活态载体；在乌镇水乡泛舟

时，橹声欸乃中流淌的是千年不绝的文

明基因。这些真实可感的民生图景，与

“五一”前夕各地文旅部门推出的“非遗

体验进景区”“乡村民宿观花采摘康养”

等活动形成共振，让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成为动人的旅游名片。

趁着春光，中国再次向世界发出邀

请：6 部门宣布境外旅客购物满 200 元可

享受离境退税，福州向全球游客发放百万

元 文 旅 红 包 ，黑 龙 江 端 出 特 色“ 文 旅 菜

单”。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当前，来自外

部复杂多变的形势依然严峻，国内消费提

振、食安监管等课题仍需攻坚。面对即将

到来的“五一”旅游高峰，中国选择用真实

破除偏见：当全球游客与中国人民在中国

大地上相遇，那些试图用“威胁论”筑起高

墙的声音，必将在亿万人热气腾腾的生活

图景前哑口无言。

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完善跨境寄递物流

体系，加强海外仓建设，是当下和今后工作

的一项重要任务，近期不少地区在拓展跨境

物流网络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

跨境寄递物流体系作为连接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关键纽带，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服务高水平对

外开放具有战略意义。通过降低物流成本、

优化资源配置、畅通国际通道，跨境寄递物

流不仅加速国内优质商品和服务“走出去”，

还推动全球资源要素高效整合，为构建新发

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得益于国家构建起“中央统筹+地方特

色”的政策体系，近年来我国跨境寄递物流

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全球寄递网络不断完

善。2024 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 1700 亿件，

其中，国际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快递业务量增

速达 25%，多种跨境出海方式持续推进。至

今已建设海外仓数量超 2500 个，总面积突破

3000 万平方米。

跨境寄递物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仍

存在多重结构性矛盾亟待破解。一是成本

高企，削弱中小企业竞争力；二是通关便

利化不足、口岸查验标准不一、数据共享

不畅，导致跨境包裹因清关问题滞留时间

过长；三是数字化水平滞后，大部分中小

企业未接入国际物流信息平台，全链路可

视化率不足；四是海外仓布局不均衡、专

业人才缺口扩大等问题，制约了行业可持

续发展。为此，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

应从多方面发力。

强化基础设施布局，畅通全球供应链网

络。加快布局智能物流枢纽，重点推进港

口、机场、铁路口岸的自动化改造，建设 5G

物联网覆盖的跨境物流园区。支持中西部

陆港、边境口岸建设区域性集散中心，完善

“一带一路”沿线海外仓节点布局。推动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联

动发展，试点“智慧口岸”全流程无纸化通

关。加大对跨境寄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物流枢纽的智能化

水平，推动跨境寄递物流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

深化数智化转型，提升全链条运营效率。建立跨境物流大数据共享

平台，整合海关、税务、企业数据流，运用“区块链+电子关锁”技术实现全

程追溯。鼓励企业应用人工智能优化仓储分拣、路径规划算法，部署无

人配送车、自动化分拣线等智能装备。支持“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通过

云平台实现跨国物流信息实时交互。

健全服务保障机制，优化跨境消费环境。构建多维度消费宣传体

系，联合电商平台、社交媒体、主流媒体开展跨境寄递物流服务专题宣

传，通过短视频、直播、案例展示等方式普及跨境物流流程、时效保障及

优惠政策。建立全国统一的跨境物流投诉响应平台，推行“接诉即办”和

先行赔付制度，联合第三方支付机构设立专项保障基金。定期发布企业

服务效能榜单，针对末端配送延迟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形成“问题发

现—整改—公示”闭环管理机制。

（作者系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

“五一”假期即将开启，正是旅游休
闲、探亲访友的出行高峰期。据预测，今
年“五一”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
将达2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
民航旅客运输量约为1075万人次，同比
增长8%，假期首末的单日客流峰值有望
突破230万人次。持续增长的“五一”出
行需求，对做好假期出行保障工作提出
更高要求。需提前组织分析研判，围绕
运行安全、运力调配、旅客服务等方面周
密安排部署，做好保障准备。提前制定

“五一”假期大客流应对方案，做好信息
告知、客票退改签、旅客集疏运等保障工
作。针对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特殊旅
客的出行需求，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完
善服务保障细节，营造温馨舒适的出行
环境。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