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繫送貨 司機堅守擺渡使命
兩地防疫措施越收越緊，通關時間變得越來

越長。所幸有不少司機心繫供港物資供應，積極
配合防疫措施安排，堅守着 「擺渡人」 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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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輸港防疫物資 半年36億增130%
記者8日從商務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

，內地向香港出口口罩、防護服、呼吸機
、體溫計、檢測試劑和護目鏡等六大類防
疫物資共計4.7億美元（約36.6億港元），
同比增長1.3倍。商務部外貿司相關負責人
介紹，自疫情發生以來，中央政府高度重
視對港農副產品和防疫物資供應工作，採
取系列措施確保輸港物資供應。全國10餘
省市自治區超6萬畝種植基地的蔬菜都可在
深安全快速通關， 「供港生命線 」 源源不
絕輸送果菜蛋奶肉。

重視供港生命線果菜蛋奶肉源源運送

上半年內地供港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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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產品
共計18億美元
同比增長14%

深圳供港食品超37萬噸
貨值超45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約20%
每日從深圳口岸輸港的蔬菜、水果、牛奶
、蛋、飲料等食品佔香港市場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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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外貿司相關負責人介紹，在農副產品供
應特別是活豬供應方面，內地有關部門和地方及時
進行供求對接，了解香港市場需求，努力穩定防疫
期間香港市場供應。同時，深化部門橫向協作，密
切與地方和企業縱向聯動，為供港企業提供貿易便
利。目前，香港市場約85%的活畜、90%的蔬菜和
60%的水產品由內地供應。

在防疫物資供應方面，今年上半年，內地向香
港出口口罩等六大類防疫物資共計4.7億美元。其中
，防護服、呼吸機和檢測試劑對港出口同比分別增
長3倍、2倍和37倍。除六大類防疫物資外，內地對
香港出口醫藥產品18億美元（約140.4億港元），
同比增長14%。

7×24小時通關「零滯留」
在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基地， 「供港生命

線」 源源不絕向香港輸送果菜蛋奶肉。
其中，近九成的內地供港新鮮
果蔬都經由深圳口岸出境，
每天有200餘車、超過2000
噸果蔬從那裏運抵香港。

為保障香港市民 「菜籃
子」 「果籃子」 安全穩定供
應，深圳海關第一時間設立供
港物資業務保障服務小組，一
方面指導轄區企業加強疫情防
控工作，另一方面指導企業通
過選購優良品種，使用誘蟲黃
板、太陽能誘蟲燈等物理防治
和生物防治方法控制病蟲害發
生，保障果蔬來源穩定、質量
可靠。

此外，深圳海關還開設鮮
活農產品出口快速通道， 「7×24」 小
時應急響應企業申報、查驗和通關疑難，保證轄區
多家供港食品企業通關 「零延時」 「零滯留」 。該
關還與產地海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全國10多
個省市自治區超6萬畝種植基地出產的蔬菜都可以在
深圳安全快速通關。

「我們當天裝車的新鮮蔬菜，最遲第二天就能
出現在香港市場上供市民選購。」 樂頤食品（深圳
）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得輝說。

深海關驗放食品超37萬噸
深圳海關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深圳海關轄區

已累計驗放供港食品超37萬噸，貨值超45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20%左右。

商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商務部將
密切跟蹤市場供需變化，根據香港實際需要，保證
輸港物資供應，以實際行動加強對香港特區疫情防
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

大公報記者 周琳、凱雷北京報道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新冠
肺炎疫情年初在港爆發，特區政府2月8
日起關閉部分口岸壓縮跨境人流，惟貨
運通關不受影響。

措施生效的半年期間，香港疫情嚴
峻反覆，內地始終保證供港物資充足，
跨境司機亦克服物流難關，為港人提供
充足的物資保障。

早前內地要求跨境司機最少14日進
行一次核酸檢測，自香港出現首名跨境
司機確診後，深圳市8月8日起再度收緊
跨境司機入境安排，司機必須持有72小
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按照所申
報的行駛路線從口岸到目的地進行點對
點運輸，完成裝卸後立即返港。

香港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陳迪

手坦言，兩地防疫措施越收越緊，通關
時間變得越來越長。令不少跨境司機產
生消極態度，前線勞動力由1.2萬人降
至8千人。所幸有不少司機心繫供港物
資供應，積極配合防疫措施安排，堅守
着 「擺渡人」 的使命。

從業20多年的跨境司機陳文送坦言
，排隊進行核酸檢測和入境填寫檢疫表
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一部分，耗費不少時
間和精力，收入也受到影響，但為了扛
起家庭重擔他仍選擇迎難而上。

「保障供港物資供應仍是第一要務
。」 陳迪手表示，希望未來防疫措施能
夠張弛有度，粵港兩地政府在實施具體
措施時可以及時通知業界，讓前線司機
做好準備。

國家支持 保障香港市場供應
正值香港疫情暴發嚴峻之時，內地多個地區也遭受水災

和雨災的影響。無論條件多麼艱難，內地始終保證着供港食
品貨源的需求，國家的支持是香港市場供應充足的保障

香港食品委員會主席 吳永恩

挑戰加大 扛起重擔迎難而上
疫情期間的送貨之路變得複雜漫長，反

覆收緊的防疫政策也給跨境司機帶來不少挑戰
，但為了扛起家庭重擔仍選擇迎難而上

資深跨境司機 陳文送

齊心協力
保港供應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上半
年，受全球疫情蔓延影響，國際需求和
跨國投資大幅下降，國內市場需求受到
衝擊。經過全國上下共同努力，外貿、
外資、消費回穩向好，為經濟穩步恢復
作出積極貢獻。《華爾街日報》8月7日
形容，對許多美國公司來說，更早克服
新冠疫情衝擊的中國成為 「關鍵避難所
」 。中國第二季度經濟的復甦幫助他們
對沖了美國國內的銷售損失。

上半年外資續增在華投資
針對壓力之下怎樣穩住外貿主體等

社會關切熱點問題，商務部部長鍾山近
日受訪時表示，儘管面對種種困難，上
半年不少外資企業仍持續擴大在華投資
，投資額1億美元以上外資大項目達到
320個，進一步印證了中國市場對外資企
業的吸引力。

「中國擁有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和
完善的產業配套體系，營商環境不斷改
善，相信聰明的外商一定不會放棄中國
市場。」 鍾山說，下半年商務部將從三
方面着力，重點在穩定外資存量、擴大
外資增量上下功夫，保持利用外資大國
地位。

擴大服務業開放試點範圍
首先是進一步擴大開放。全國版外

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已由40條減少到33
條，商務部將着力把清單落實好，同時
推動擴大服務業開放試點範圍。修訂鼓
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鼓勵更多外商到
中西部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進行投資。

第二是建設好開放平台。深入推進
自貿試驗區試點，積極開展差別化探索
。賦予自貿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支
持擴大開放和創新發展，形成更多可複

製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落實《海南自
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出台跨境服
務貿易負面清單。

第三是優化營商環境。認真落實外
商投資法及配套法規，保護外商合法權
益，保護知識產權，營造穩定公平透明
的營商環境，讓外商在中國放心、安心
、有發展。

鍾山：聰明外商定不放棄中國市場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

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日前受訪時表
示，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
體，理應堅持平等互惠，以合作而不
是脫鈎來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並為
這個世界承擔起應盡的責任。多國專
家學者表示，中美作為兩個大國，擁
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合則雙贏，鬥則
雙輸，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的選擇，
共贏才能通向更好的未來。

聯合國商務理事會前副主席約翰
．艾倫說，作為一名終生倡導密切美
中關係的美國人，他為40多年來兩國
共同取得的成功由衷高興，同時對美
方用負面語言描述中國感到痛心。 「
我一直非常欣賞中國人常說的 『和則
兩利，鬥則俱傷』」。中美之間的 「利
」 一定是來自兩國之間的密切合作。
兩國一旦進入敵對狀態，不僅危害兩
國和兩國人民，還會危及整個世界。

波蘭前駐上海總領事塞爾韋斯特
．沙法什說，完全同意並支持中方對
所謂 「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失敗」 論調
的反對意見。美國一些政客持續挑釁
中國，希望他們能盡快停止這種愚蠢
行為，集中精力解決好國內存在的嚴
重而緊迫的問題。

韓國韓中城市友好協會會長權起
植說，中美兩國本應共同致力於世界
和平、穩定與繁榮，但美國政府卻粗
暴對待中美關係，與時代潮流背道而
馳，是不會成功的。在過去40多年，
正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中美關係
才取得了長足發展。

緬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聯合
秘書長欽貌林說，當前世界面臨一系
列挑戰，各國需要精誠團結共同應對
。冷戰思維非常危險，應該摒棄。他
贊同王毅提出的為中美關係樹立清晰
框架的4點建議，望美予以積極回應。

美學者：中美兩利源自密切合作

▲8日，第三屆進博會技術裝備展區展前
供需對接會在上海舉行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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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是內地供港澳農產品主要生產基地，供港活豬註冊養
殖場多達10個 資料圖片

▲珠海供港澳蔬菜加工配送中心自2012
年成立，以「菜籃子」牽起兩地情 新華社

▲華潤堂積極採購防疫物資，確保在港門市供
貨穩定 網絡圖片

資料來源：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