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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巴山区汩汩渗出的涓滴汇流成
溪，顺山势倾泻而下，玉带般串起两岸茶田
果园、油菜花海、烟火民居，至陕西省宁强
县汉水源村，千里汉江流过浩荡历程的第
一个10公里。

作为长江最大支流，汉江在丹江口水
库将部分水源通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水
输往京津等地。宁强乃至整个陕南地区，
都是工程的起始端与重要水源涵养地。被
称为“汉水源头第一村”的汉水源村，扛起
了守护一江清水的责任。

退耕还林：让“浑汤水”清澈

清明刚过，在汉水源村“汉水源头”民
宿，主人张继荣拎起烧得吱吱响的水壶，沏
出一杯汤色清亮的绿茶。“这是明前采来的
新茶，配上咱源头的水冲泡，最好。”张继荣
笑呵呵地说。

“以前一遇到下雨，山上泥石流严重，

河水就成了‘浑汤’。村里人当时都是从河
里取水，存到缸里好长时间才能沉淀下
来。”张继荣回忆过去的情景。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汉水源村从 2009
年到2015年退耕还林1809亩。成效显见，
这些年，下雨时河道里没了“泥糊糊”，即便
下过暴雨，河水很快变得清澈。

“如今，家家都喝上了自来水，大水缸
早都成稀罕货咧，留着也成了个摆设。”张
继荣说。

汉水源村党支部书记、村级河长王光
俊介绍，村里在山上设置了6个供水点，把
经过过滤与沉淀后的河水送入百姓家中。
到 2018 年，全村人一年四季都能喝上“清
汤水”了。

禁伐、禁牧、禁污染企业落户；改造饮
水设施、农村厕所、禁止污水直排……一系
列举措下，汉水源村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生态“生财”：让“养生菌”富民

“广东的客商把订单签好了，货车在村
口等着，现在问题是产量赶不上需求。”张
分队一边说着，一边割下一朵粗壮的羊肚

菌。他是宁强县万信食用菌产业开发公司
总经理。

看中这里良好的气候条件和适于菌类
生长的砂质土壤，1999年，张分队从河南来
到汉水源村搞起了食用菌种植。由于要用
木屑做菌棒，山上大量的原生木材被耗费。
细算“生态账”和“经济账”后，近一两年，张分
队和村干部们决心改种市场前景更好且对
环境损伤较小的羊肚菌，目前已经在汉水源
村种了60多亩，成为富民新产业。

记者了解，这些年，汉水源村把河道两
岸千余亩可耕地进行了流转，改种茶树、果
树等，打造出一条四季常绿、花团锦簇的观
景长廊，既维持住了汉江源头的水土资源，
又促进了当地百姓增收。

“以前种食用菌，‘食用’了山里不少木
材；现在种养生菌，养好了生态也富裕了村
民。”自称“土专家”的张分队说，羊肚菌的
生长期是每年 11月到次年 4月，正好不占
用农民种粮的时间，农民每年光是参与种
羊肚菌的人均收入就有3000元。

大家守护：让“源头水”长流

清晨，伴着清亮动听的溪流声，汉水源

村护林员张仕明手拿扫帚，把石板步道上
的落叶扫得干干净净。

这些年，村里试点垃圾分类回收，野外
大片生活垃圾消失，村民逐渐改掉了乱丢
垃圾的习惯，村里护林员、巡河员的工作量
大大减少。

“说起这事儿，还是张邦贵给大家带了
个好头。”村民说。十几年前，同村的张邦
贵每天拿着火钳和垃圾袋，在河道旁、山路
上往返数公里捡拾垃圾。当时有人对他说

“汉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张邦贵回答“这
条河是咱大家的”。

在张邦贵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
拿起扫帚义务清扫垃圾，维护河道清洁，从
一个人干变成了大家一起干。

记者了解，现在村民保护汉江的意
识大大提高，自觉做到不在河道里洗衣
服、丢垃圾，看到有游客随地乱扔垃圾时
都会善意提醒、劝阻。汉源街道办和宁
强县相关部门也会定期组织志愿者进山
捡拾垃圾。

“我们住在汉江源头，会永远守护好这
里的山山水水。”王光俊说。

（新华社记者 郑昕）

住在汉江头 守好源头水

本报讯 4月12日，中国—印度尼西
亚繁荣公共卫生云论坛举办。中国贸促
会会长任鸿斌以视频方式出席论坛并致
辞。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印尼海洋与
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印尼卫生部长布
迪等嘉宾也出席了论坛。

任鸿斌表示，中国和印尼同为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两国各领域
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边贸易投资快速
增长。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为
包括印尼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多市场
机遇。今年是中国贸促会建会 70周年，
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贸促会将发挥自
身优势，当好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合
作的重要桥梁，深化与印尼海洋与投资
统筹部、卫生部等合作，搭建更多对话交
流平台，提供更优服务，帮助两国企业在
医疗健康、数字经济、投资等领域深挖合
作潜力、实现共赢发展，为共建中印尼命
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
和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联合举办。论坛围绕“新冠肺炎疫情下
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和“新时代巴
厘岛繁荣路线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来自中印尼医疗卫生系统、企业、
公共卫生教育和研究部门 170余名代表
参加了论坛。 （李文）

本报讯 4月12日，中国贸促会副会
长张少刚在京会见韩国驻华大使馆经济
公使刘福根一行。

张少刚表示，中韩关系长期友好，两
国合作前景广阔。今年是中韩建交 30
周年，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愿与韩
国驻华大使馆、有关商协会一道，积极推
进中韩经贸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利益。

刘福根公使表示，中国贸促会、中国
国际商会在促进中韩经贸关系发展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愿与中方继续密切联系，
推动中韩经贸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张文）

本报讯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
据显示，今年3月，全国税务部门共
办理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
2567亿元，惠及257万户企业，基本
覆盖了全部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有税
申报户。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税务部门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去年
四季度实施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
缴税费政策继续延长 6 个月，累计
达到 9个月。今年 3月份办理缓缴
税费 2567 亿元，其中，中型企业户
均缓缴税费44万元左右，小微企业

户均缓缴税费5万元左右。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缓缴税费

政策直达快享，国家税务总局及时
升级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各地税务部
门精准开展宣传辅导，优化办理流
程，提高审核效率，确保延缓缴纳税
费措施和操作流程应知尽知。同时，
按日跟踪落实情况，及时解决政策落
实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
保延缓缴纳税费措施落实到位。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税务部门将在继续做好缓税工
作的同时，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
退税和减税政策。 （王雨萧）

本报讯 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布的全球
贸易年度预测报告认为，俄乌冲突危及本就
脆弱的全球贸易复苏。

报告预测，受俄乌冲突影响，2022年世界
商品贸易额将增长 3.0%，增速低于此前预测
的4.7%；2023年增速为3.4%。

世贸组织经济学家根据模拟预测，2022
年以市场汇率计算的全球经济预计将增长
2.8%，比之前预测的 4.1%下降 1.3个百分点。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 3.2%，接近
2010年至2019年3.0%的平均增长率。

报告认为，2022年独联体地区（不包括乌
克兰）的产出预计将大幅下降7.9%，该地区的
进口将萎缩12.0%。

报告分析，俄乌冲突的最直接经济影响
是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俄罗斯和乌克兰
是食品、能源和化肥等基本商品的主要供应
国，通过黑海港口的谷物运输已经停止，这可
能对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后果。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俄乌冲突
损害了世界经济，其负面影响已传导到全球
各地，低收入国家将面临尤为严峻的威胁，供
应减少和食品价格上涨将对低收入人群生活
产生严重影响。

伊维拉呼吁，面对通胀和供应链压力，各
国政府和多边组织应共同努力促进贸易。“限
制贸易将威胁家庭和企业福祉，并使从新冠
疫情中建立持久经济复苏的任务更加艰巨。”
她说。

（陈斌杰）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国家外汇管理局
获悉：截至 3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880 亿美元，较 2 月末下降 258 亿美元，降
幅为 0.8%。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
春英表示，3月，我国跨境资金流入总体回升，
外汇市场供求延续基本平衡。国际金融市场
上，受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地缘政治局势、新
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主要
国家债券价格总体下跌。外汇储备以美元为
计价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减
少，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
汇储备规模下降。

王春英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
行阶段，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但我国经
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将支
撑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葛孟超）

俄乌冲突危及全球贸易复苏

3月我国外汇储备
31880亿美元

张少刚会见
韩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公使

任鸿斌线上出席
中国—印度尼西亚繁荣公共卫生云论坛

3月缓缴税费基本覆盖全部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开年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全面加强国际联运组织，与海关部门及外贸、物流企业紧密协作，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
中欧班列战略通道作用。今年一季度，经由满洲里和绥芬河两大口岸站出入境中欧班列合计达1210列115306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15.1%和15.5%，实现双增长。图为在哈尔滨国际集装箱中心站内，大型吊装机正在有序进行集装箱装车作业 。 中新社发 原勇 摄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延续了增长
势头，连续 7个季度保持了同比正增长，实
现了开局稳。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42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其中，出口5.23万亿元，增长13.4%；
进口4.19万亿元，增长7.5%。

我国外贸持续向好
国际市场需求增长

“我国经济韧性强，为外贸增长提供了
坚实的支撑。”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
析司司长李魁文 4月 1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
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生产秩序比较稳定，
尤其是我国工业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能力强
优势明显，外贸发展基础坚实。今年以来，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结
构持续优化，有力支撑我与主要贸易伙伴进
出口稳步增长。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白明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外贸开局平稳主要归功于我国的“六
稳”“六保”，这为外贸稳量提质打下坚实基
础。另外，受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多
方面影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前段时间受到
很大冲击，而我国内循环正常运转，有更多
机会补链强链。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院院长屠新泉表示，我国外贸持续向好，既
有量的稳步增长，又有质的显著提升，这确
保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与稳定
性。同时，我国进口持续扩大，有效增加了
世界市场需求，提升了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的
竞争力和占有率。

李魁文表示，今年以来，世界经济整体

仍呈复苏态势，国际市场对我产品需求增
长。近期，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 2022 年全
球经济增长 2.6%，最新的世贸组织预测
2022年全球贸易增速在2.4%至3%之间。尽
管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有的超
出预期，但世界经济整体复苏态势没有改
变，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仍在扩大。
一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 7.9
个百分点。

“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推
高了进口值。”李魁文说，今年以来，受多重
因素影响，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呈现上涨态
势。一季度，反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路透
CRB指数累计涨幅近 30%。受价格上涨推
动，一季度我国原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
品进口值同比均呈两位数增长。

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经营主体韧性足

一季度，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提
升。数据显示，一般贸易进出口 5.95 万亿
元，增长 13.9%，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63.2%，比去年同期提升 1.8 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 3.28万亿元，增长 17.9%；进口 2.67
万亿元，增长 9.3%。同期，我国加工贸易进
出口1.99万亿元，增长4.2%。

白明告诉记者，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打
造外贸竞争新优势主要体现在一般贸易上，
加工贸易大多数没有自主品牌，而一般贸易
以自主品牌为主，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相对多
一些。

一季度，外贸经营主体进出口韧性足。
数据显示，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
量 43.2 万家，同比增长 5.7%。其中民营企

业进出口 4.52 万亿元，增长 14.1%，占比达
到48%，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同期，外商
投资企业进出口 3.38万亿元，增长 5.8%；国
有企业进出口1.5万亿元，增长14.5%。

“助企纾困政策持续发力，使得外贸市
场主体保持发展韧性。”在李魁文看来，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全年预计退税减税 2.5万亿元。随
着减税降费、加强金融支持、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加大能源和原材料保供稳价力度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有力支持了各类市
场主体的发展。特别是关于跨周期调节稳
外贸政策措施效果持续显现，有力激发了我
国外贸市场主体的活力。

一季度，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
实现增长。数据显示，我国与东盟、欧盟、美
国、韩国和日本进出口规模分别为1.35万亿、
1.31万亿、1.18万亿、5741.8亿和5710.3亿元，
分别增长 8.4%、10.2%、9.9%、12.3%和 1.8%。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贸
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16.7%、6.9%。

今年前2个月，东盟以约30亿元规模的
差距落后欧盟，暂居我第二大贸易伙伴，而
一季度东盟重新成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
李魁文分析，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的主要
支撑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RCEP正式
生效助力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二是西部陆
海新通道实现了我国西部与东盟国家的紧
密相连，有力保障了双方经贸往来畅通；三
是区域产业链稳定恢复，中间产品贸易占比
超过了我国与东盟外贸规模的六成，据标普
全球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东盟国家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为 51.7，保持了扩张态势，带
动我国与东盟中间产品贸易保持增长；四是
积极扩大自东盟农产品进口。

外部环境更趋严峻
长期向好基本面不变

李魁文表示，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有些突
发因素超出预期，外贸所处的外部环境更趋
严峻复杂，发展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叠加去
年外贸基数较高等因素，从月度情况来看，
进出口增速整体有所回落，实现稳外贸的目
标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关于下一步外贸走势，白明告诉记者，
一季度的增长态势保持有一定难度。近期
本土疫情多点频发，疫情反复在沿海地区出
现，特别是当前上海、苏州等地疫情严重，部
分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较大，而这些地方是中
国外贸的主力。他建议，我们要寻求一条道
路，即将抗击疫情与企业生产分开，适当探
索一些诸如企业闭环式运作等管理方式，降
低疫情对企业的影响。

“我们会全力统筹做好口岸疫情防控和
促进外贸稳增长工作，保障通关顺畅。”李魁
文表示，上海海关最近也发布了抗疫情保民
生助企业促发展的十方面措施。从3月9日
开始，上海海关在浦东机场、外港、洋山等重
点隶属海关率先实行了“AB班”工作制，在
全力做好内部安全防护基础上，与其他口岸
单位协同作战，力保上海口岸安全畅通。

李魁文强调，当前影响中国外贸发展的
有利和不利因素都不少，但我国经济韧性
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我们在正
视困难挑战的同时，也要坚定稳住外贸基本
盘的信心。从季度数据来看，我国外贸进出
口自2020年第三季度起已连续七个季度实
现了同比正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外贸韧
性强、潜力大的特点，实现外贸稳定增长仍
具有坚实的基础。

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开局平稳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