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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新伟业

十载春华秋实，镌刻非凡印记。
党的十八大以来，汕头海关做好特区建

设的“推进器”、外贸发展的“助力者”，支持汕
头经济特区将有利条件、独特优势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数据显示，十年间，汕头
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额从2012年
的555.7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753.4亿元，增
长35.6%，十年间年均增长3.4%。

锐意进取不断拓展改革红利
汕头向海而生，是一座具有开放基因的

城市。
初冬时节，走进汕头港，一派繁忙景象。

吊装设备正挥舞“巨臂”将装满货物的集装箱
装上卸下，数以万计的商品从这里进入国门、
走向世界。

与港口熙熙攘攘截然不同，汕头海关所
属汕头港海关报关大厅内，宁静而有序，“屏
对屏”业务办理让通关更加高效。

“还记得 2012年那会儿，我们每天都要
守在报关大厅，一份报关单要过来投单、打税
单、核注。现在我们已经化身为报关大厅的

‘隐形人’，通关业务‘云办理’‘零跑动’十分
方便。”亲历了十年进出口通关流程“大变
身”，汕头利亨物流报关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林
燕芬深有感触。

让企业少跑腿，就得让数据多跑路。十
年来，汕头海关围绕海关制度创新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推出一系列“实用、管用、好用”
的改革举措。2012年，启动通关作业无纸
化改革试点，企业足不出户就可完成报关
手续；2017年，汕头海关全面推广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标准版，顺畅对接全国海关通
关一体化改革，真正实现“全国是一关，一
关通天下”；同年，采用“跨隶属海关集中模
式”开展审像工作，查验作业效率大幅提
升；2018 年，依托“单一窗口”平台对原报
关、报检业务进行优化整合，企业可一次整
合申报完成，工作量减少约五成；2021年 9
月，研究推出全国首创的“港澳船舶进境信
息互通”项目，项目全面推广后，每年可覆
盖汕头口岸来自港澳地区约 29万标箱、500
至 600家货主单位，可为企业节省口岸单证
物流成本约 320万元。

十年来，汕头海关不断探索创新，将改
革红利和制度优势拓展、辐射到整个粤东，
推动汕头对外经济交往迅猛发展，进出口贸
易不断增长。以汕头港为例，港区进出口货
物已从原来略显单一的机械设备、玩具、陶
瓷，发展到工业油、农副产品、塑料制品、不锈
钢制品等 100多种，与超 50个国家、260个港

口实现货物往来。

厚植优势培育发展新动能
在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覆铜

板厂的生产车间，刚生产出来的阻燃型环氧
玻璃布基覆铜板及系列半固化片正在按照客
户需求进行切割，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印制电
路板制造企业。

“我们落地汕头保税区已经 20多年，多
次进行生产线升级改造，目前年产规模覆铜
板1350平方米，半固化片3500平方米。”该企
业关务负责人许挺装表示，近十年间，综保区
内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海关的大力支持，特别
是在进口设备等方面，手续更加简便了，通关
效率也提高了。

汕头综合保税区是汕头经济特区对外开
放的重要平台。2021年 4月，由汕头保税区
和汕头保税物流中心整合升级的汕头综合保
税区封关运作，成为粤东首个开放层次最高、
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便的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带动汕头外贸焕发出蓬勃
生机。

为更好地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汕头
海关持续支持汕头综合保税区大力发展加工
制造、仓储物流等业务，不断加强政策宣传，
鼓励和指导企业用好综保区优惠政策开展保

税加工业务，实现产业升级，更好地拓展海外
市场。数据显示，汕头综保区进出口值从
2012年的16.2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70.8亿
元，年均增长29.9%。

汕头综合保税区的转型升级，让区内企
业受益匪浅，广东奥斯博膜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正是受益企业之一。

“我们公司从 2011年成立至今，主要致
力于研发和生产反渗透膜及膜元件、纳滤膜
及膜元件以及超滤膜等高端产品。受益于综
保区的优惠政策，和海关在原材料进口便捷
通关、设备进口享受减免税优惠等方面的支
持，公司进出口额从2012年的243.1万元，增
长到 2021年的 3188.3万元，增长了将近 12
倍。”公司副总经理陈尔弟说，目前公司在膜
产业链位于上游地位，发展前景十分良好。

“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
能梦想成真”。站在新的起点上，汕头海关
将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持续深化海关业务改革，
支持汕头经济特区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
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
设中迎头赶上，在新征程中奋力续写更多

“春天的故事”。
(康洁 吴怡杭 洪绮珩 陈昊昱)

奋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汕头海关十年如一日做好特区建设“推进器”

汕头市南澳县南部海域勒门列岛附近，大唐汕头新
能源有限公司投建运营的 35台风电机组迎风转动，随之发
出的海上“绿电”由 12公里之外的 220千伏疏港变电站并
入电网，照亮汕头城乡的每一个角落。更令人振奋的是，
截至 11月，该风场已完成年度发电目标的 132.59%；南澳勒
门 I海上风电扩建项目也于年初获得核准，正在有序推进
各项施工准备及招标工作。奋楫逐浪中，“绿色能源、蓝色
崛起”成为汕头风电产业向海上高歌猛进的生动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
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积极稳妥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当前，汕头
大力发展海上风电产业和以海工装备为重点的先进装备
制造业，打造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和千亿元级先进装
备制造业产业集群，让“风从海上来、风能变绿电”成为助力
实现“双碳”目标的写照。

时间回到 2018年，发电行业的特大型央企大唐集团落
户汕头，投资建设装机总容量 245MW的南澳勒门Ⅰ海上风
电项目，开启海上风能开发之路。项目于 2021年 12月底
并网投产，跑出了“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的海上
风电建设“加速度”，期间成功应对多个台风挑战，还创造
了单台风机 48小时最快吊装纪录。

项目成功投产后，确
保设备运行可控、在控至
关重要。刘兴汉是大唐
汕头新能源有限公司生
产技术部（风场）负责人
之一，他所在的部门就
是负责风场设备的维护
工作。“我们利用小风窗
口期，截至目前完成了
全场风机 500 小时维护
工作、视频监控安装调
试、风电场大数据接入
等一系列专项工作，同
时利用海况预测系统所
提供的数据及时安排开展预维护工作，实现长周期安全生
产 331天。”刘兴汉笑着向记者介绍，并兴奋分享了一则新
的好消息——他与同事历时 3年攻关的“66千伏海缆集电
线路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即将在年底结题。该项技术获得
近 10项专利，将应用于海上风电集电线路系统运行方式的
升级，配合海上风电大兆瓦机组装机容量提升的需求，为
今后近海、远海、深海的海洋资源开发提供技术保障。

在刘兴汉看来，结题是“终点”更是起点。近年来，中
国风力发电发展迅猛，新机型从出台到应用的速度飞快，

不断实现技术攻关
一方面是“完成优化
方案”，另一方面也
为整个行业提供了
更 多 探 索 的 可 能
性。“这些年我们走
访了许多设备厂家
和设计院，目前最大
的难点在于海缆的
生产和配套电力设
施的制造。我认为，
新技术的开发是可
以倒逼设计制造的，
甚至能够反哺各流
程、各环节的优化，
推动海上风电技术
更快提升和风电产
业高质量发展。”刘
兴汉说。

庆格尔也是“66

千伏海缆集电线路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小组的一员，这名
“90后”小伙来自内蒙古赤峰市，自 2019年来到汕头加入大
唐后，他便全身心投入到海上风电事业中。在大唐汕头新
能源有限公司这个年轻的集体中，他与其他青年同事们是
当之无愧的先锋队、主力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青年
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
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这让庆格尔备受鼓
舞，他表示，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
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围绕推进能源低碳转型、探寻
海上风电建设这一主责主业积极贡献青年力量，助力汕头
海上风电产业发展。 （杨舒佳 摄影报道）

逐梦蓝海 书写担当
“十四五”时期，广东省能源消费总量将继续保持稳步增

长态势。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能源尤其是发展海上风电，是全
省新增电源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
措和必然选择。

拥有 218公里大陆海岸线和 167公里海岛岸线的汕头，
海洋风力资源丰富，有天然发展海上风电的优势。目前，汕
头正坚定不移地走好走实“工业立市、产业强市”之路，依托
粤东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建设，集中打造2000亿元新能
源产业集群，加快形成“1+3+3”海上风电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举全市之力高起点、高水平建设汕头国际风电创新港。在汕
头海上风电这一“新能源战场”，一批又一批的风电人扛起责
任、书写担当，不断创造、见证多个突破、多项创新。相信在
他们的付出和努力下，未来，汕头海上风电
必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杨舒佳）

发力海上风电助推蓝色崛起
汕头致力建设国际风电创新港，南

澳勒门I项目攻关新技术获多项专利

刘兴汉平时负责风场设备的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