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節防疫工作平穩有序
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指出，春節期間，防控

工作平穩有序， 「乙類乙管」措施落地見效。目前中
國整體疫情已進入低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穩步下
降態勢。同時，他強調，農村仍然是當前疫情防控的
重中之重。要始終緊盯關鍵環節，做好重點人群健康
監測，全力保障民眾的就醫用藥需求。隨着出入境人
員增加，要持續開展疫情監測，動態掌握疫情流行趨
勢和病毒變異等情況。

國家衛健委基層衞生健康司監察專員傅衛透露，春
節期間城鄉基層醫療衞生機構一直保持正常運行，提
供發熱診室門診服務。她表示，春節期間，基層醫療
衞生機構的運行整體平穩，能滿足民眾發熱診療和其
他疾病的就診需求。各地在春節期間積極地做好重點
人群和重症患者的轉診和轉運工作，擴充了120轉運
能力，增加了電話坐席，同時組建非急救的轉運車隊
來保障患者的轉運需求。上級醫療機構也建立了轉診
的綠色通道，簡化重症患者的轉診流程，確保及時收
治。

暫未發現新輸入變異株
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員陳操在會上表示，春

節假期期間，中國沒有發現新的變異株輸入。陳操介
紹，根據監測數據顯示，本輪疫情主要還是以
BA.5.2、BF.7為主要流行株，目前沒有監測到其他優
勢病毒株。春節假期期間，收到全國各省份上報的新
冠病毒全基因組序列1421條，經過分析發現有11個

進化分支，仍舊以BA.5.2、BF.7為主，沒有發現新的
變異株輸入。

陳操表示，當前春運正在進行中，高校近期將要陸
續開學，下一步將繼續指導全國做好新冠病毒變異監
測工作，繼續對哨點醫院中的門（急）診病例、重症
病例、死亡病例還有特殊人群開展新冠病毒的變異監
測。同時，同其他部門對海陸空口岸的入境人員進行
新冠病毒的變異監測，及時預警並採取相應的防控措
施。

基層診療量正平穩回落
基層醫療衞生機構是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的第一道

防線。據國家衞健委基層衞生健康司監察專員傅衛介
紹，從2022年12月21日開展監測以來，鄉鎮衛生院
和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發熱診室、普通門急診的診療人
次總體呈現先增後降趨勢，目前正在平穩回落。

春節期間，發熱診室的診療量處於低位，大年初一
診療量最低，之後有一定回升，但一直低於節前的診
療量，約減少40%左右；與2022年12月23日的峰值

相比，下降了94%。
她還說，1月27日，基層機構普通門急診的診療量

為203.6萬人次，與節前相比減少近三成，約為2022
年12月29日普通門急診峰值的44%。 「總的來看，春
節期間基層醫療衞生機構的醫療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
平穩有序。」

農村地區疫情總體平穩
農村地區仍是當前中國新冠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副司長、一級巡視員
毛德智指出，春節期間農村地區疫情總體平穩， 「沒
有出現疫情上升的情況」。

傅衛表示，從各地監測數據看，今年1月以來，鄉
鎮衛生院和社區衞生服務中心藥品配備狀況在持續
改善，目前 94%以上的城鄉基層醫療機構配備的中
藥、解熱、止咳三類藥品可用一周以上，85%以上的
基層醫療機構達到了兩周以上的儲備量，一些鄉鎮
衛生院和社區衞生服務中心還配備了小分子抗病毒
藥物。

【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消
息，在昨日舉行的中國國務院聯
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中國
國家衞生健康委相關負責人表
示，目前中國整體疫情已進入低
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穩步下
降態勢。同時，春節期間基層醫
療衞生機構的運行整體平穩。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昨日介紹，春節期間，內地居民出境74.1萬人次，較去年春節假期上升93.7%；外國人
來華7.1萬人次，較去年春節假期上升121%。圖為旅客在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出行。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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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疫情已進入低流行
春節期間未發現新的變異株輸入

【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消息，針對中方日前恢
復審發日本公民赴華普通簽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毛寧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予以回應。毛寧介紹稱，
日本駐華使館已於 1月20日宣布恢復審發中國公民
的赴日簽證，日前中方恢復審發日本公民來華簽
證。

另針對韓國和中國仍維持着對彼此的簽證簽發限制
措施，毛寧回應稱，今年1月份，個別國家宣布對自
華入境人員採取臨時的防疫措施，中方針對不同情
況，本着對等的原則，採取了相關措施。毛寧說，我
們希望韓方盡快取消不合理的做法，中方願在此基礎
上採取相應的便利兩國人員往來的措施。

【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消息，在農曆兔年的首個
交易日，中國 A 股飄紅收官，主要股指悉數上漲。
截至當天收盤，上證指數報3269點，漲幅為0.14%，
成交4532億元（人民幣，下同）；深證成指報12097
點，漲幅為0.98%，成交6089億元；創業板指報2613
點，漲1.08%。當天A股大多數板塊上漲。其中，教
育、航天航空等板塊表現亮眼。
【又訊】高盛研究團隊發布的最新中國市場研究判

斷認為，春節數據預示中國經濟復蘇，股市反彈行情
有望延續。

從宏觀層面看，高盛報告認為，春節期間中國旅遊
及出行數據表明，目前暫時低迷的旅遊相關行業正迎
來穩步復蘇，高盛重申近期將中國2023年GDP增長
預期由去年11月的4.5%上調至5.5%的預判。

股票市場方面，明晟（MSCI）中國指數在春節假
期的兩個交易日內上漲3%。2023年以來，MSCI中國
指數已反彈高達18%，滬深300指數已上漲8%，春節
後中國股市的反彈勢頭或將延續。

A股兔年「開門紅」
高盛料反彈延續

【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消息，《四川省生育登記
服務管理辦法》近期印發。《辦法》取消了是否結婚
的限制，同時取消了生育數量的限制。

值得關注的是，《辦法》取消了對登記對象是否結
婚的限制條件，將生育登記的重心轉移到生育意願和
生育結果上來，回歸人口監測及生育服務本位。此
外，《辦法》取消了生育數量的限制。《辦法》規
定，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應辦理生育登記。
《辦法》自2023年2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四川生育登記
取消結婚限制

中方回應恢復審發
日本公民來華簽證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製造業當家」是
深圳經濟發展最突出的特徵——深圳市統計局日前公
布的2022年全市經濟運行情況顯示，2022年，深圳規
模以上工業總產值預計突破4.5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全口徑工業增加值超過1.1萬億元。其中，規
上工業增加值首次突破1萬億元大關。

工業是深圳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對該市經濟增長貢
獻率接近 50%。從 2020 年的 9528 億元，到 2021 年首
次突破1萬億元，再到2022年站穩萬億元規模，3年
間，工業增加值的 「穩扎穩打」，見證了深圳這座創
新之城的工業發展韌勁與光明前景。

盤點 「深圳製造」，高技術、新領域是兩大關鍵詞
——數據顯示，2022年深圳主要高技術產品產量持續
快速增長，其中，新能源汽車、充電樁、民用無人
機、5G 智能手機產量分別增長 183.4%、113.8%、
34.7%、22.3%；從領域看，全市七大戰略性新興產
業、20個產業集群增加值超過1.3萬億元，同比增長
6.9%，智能網聯汽車、新材料、新能源、高端醫療器
械等集群增加值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

縱觀深圳製造業，多個產業鏈條互相配合、同頻共
振的特色顯著。大企業帶頭引領、眾多企業配套成
「串」的工業鏈條，搭建起深圳製造業發展的骨架。

眾多鏈條彼此交織，構建出更具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在1月29日舉行的深圳市高質量發展大會上，深
圳明確，穩增長是全年頭等重任，抓創新是根本之
策，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中心任務。

聚焦新能源汽車、數字能源、集成電路等新賽道，
規劃建設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車城，鞏固網絡與通信、
智能終端超高清視頻顯示等產業集群優勢，加快建設
電子元器件和集成電路國際交易中心等重大平台……
在高質量發展大會上，深圳市工信部門列出了深圳製
造業2023年的建設重點，預計全年推動支持 1200家
以上工業企業開展技術改造。

規上工業從 「破萬億」 到 「穩萬億」
「深圳製造」助高質量發展「跑起來」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小青 通訊員羅俊鵬報道：
廣州近日舉行 「爭先機開好局」2023年一季度重大
項目開工簽約活動，一季度該市共開工、簽約項目
460多個，總投資超6800億元（人民幣，下同）。南
沙區常務副區長魏敏在分會場宣布，南沙區一季度開
工項目33個，總投資803億元；簽約項目30個，總
投資1382億元。他表示，今年南沙將全力狠抓重大
項目建設，力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600億元。

據悉，南沙分會場位於萬頃沙保稅港加工製造業區
塊的廣州融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鋰離子電池製造基地
與研發中心項目。

【香港商報訊】記者郭美紅、黃鳳鳴、王娜報道：
深圳市商務局會同南山區政府近日赴新加坡開展城市
推廣、產品推介、企業走訪和經貿交流。

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在新加坡舉辦2023年 「華春
新彩」上元匯活動，利用活動契機，深圳代表團以
「深圳故事添新彩」為主題，設置了深圳展廳，展廳

共分為 「新故事·主題區」 「新技術·展陳區」和 「新
體驗·互動區」三個展區。

此外，1月27日至29日，前海管理局副局長王錦
俠率隊在新加坡開展 「雙招雙引」，與當地科研院
校、科技企業、政府機構開展深度交流。29日，由
前海管理局主辦的 「投資前海 共贏未來」2023前海
全球投資推介會（新加坡站）成功舉辦。會上，前海
科技企業與新加坡亞洲區塊鏈與大數據協會就人工智
能、大數據、區塊鏈等領域合作簽訂戰略協議。

深圳組團赴新加坡
開展經貿交流活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2022年，深圳
海關通過精準服務助企紓困、充分釋放政策紅利、改
革創新提質增效等一系列措施全力支持跨境電商新興
業態健康快速發展，推動進出口貿易聚勢共贏。據
悉，2022年深圳海關累計監管跨境電商管理平台進
出口清單同比大幅增長。

去年以來，跨境電商的業務需求日益增長，對此，
深圳海關與地方商務部門、海事局、交通局等部門密
切合作，及時溝通協作跟進解決，給跨境電商企業量
身打造了不同送達時效、不同物流成本、不同運輸路
徑的立體式物流通道。依託 「海空鐵」分流機制，積
極搭建 「海上快郵通道」 「空中快線」 「中歐班列」
等物流路徑。

深圳海關施措助推
跨境電商快速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 通訊員陳琳、陳卓雯
報道：記者日前從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獲悉，2022
年，廣東省內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進出口 1.14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3.2%，佔同期廣東省
進出口總值的13.8%。其中出口5579.7億元，同比增
長14.1%，進口5853.57億元，同比增長12.4%。

去年廣東特殊監管
區域進出口超萬億

南沙首季簽約項目30個

口岸出入境旅客絡繹不絕

深港雙城生活加速復常

福田口岸成旅客首選
據深圳市口岸辦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1月21日至

27日，深圳各口岸累計出入境旅客537628人次，其中
入境旅客達 292269 人次。深圳灣口岸入境 61107 人
次，出境 58066 人次；文錦渡口岸入境 13470 人次，
出境 10444 人次；福田口岸入境 150898 人次，出境
123212人次；深圳機場口岸入境3345人次。

深圳出入境旅客人次以福田口岸最多，春節期間這
裏是旅客選擇通關口岸首選。昨日，記者在福田口岸
外看到許多旅客拖着行李步履匆匆準備出境，由於出
境人數眾多，口岸大門還一度排起了長龍。在口岸門
口的公路上，汽車也排了隊接送來往的旅客。

居住在福田口岸附近梁先生表示： 「深港通關後這
裏的變化很大，這幾年附近道路都未見過塞車，現在
人突然多了起來，熱鬧了不少。」

口岸商圈生意旺起來
隨着恢復通關，福田口岸附近的商圈也恢復了往日

熱鬧的常態，在口岸對面的港式茶餐廳陸續開門營
業，不少旅客選擇在茶餐廳吃完早餐再過關。一間茶
餐廳的員工對記者表示，這個春節迎來了不少香港旅
客。現在有很多旅客過關後來吃飯，往日的人氣又回

來了。
在口岸附近的電信營業廳也開始忙碌起來，記者看

到不少從香港返深的旅客在向店員諮詢開戶、更換內
地的電話卡等業務。旁邊的快遞網點也是港人返深的
「第一站」，商家對記者表示，通關以來，尤其是春

節期間顧客明顯增多，店裏人手有點忙不過來，感覺
到生意開始旺起來，更相信會越來越好，回到甚至超
過以前。

口岸附近酒店在春節期間的生意也是非常火爆。一
位酒店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春節假期幾乎每天客滿，
客源主要以港人為主， 「太久沒見到這樣景象，相信
隨着以後通關更加便利，顧客會越來越多。」

據了解，春節期間，福田口岸日均客流量達4萬多
人，兩地的人流、商流、客流正在恢復到往日的水
平。都市的煙火氣增加了，對於兩地的市民來說，熟
悉的雙城生活又回來了。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隨着深港口岸恢復旅檢通
關，深港之間的來往日漸頻繁，尤其是春節期間，深圳各口岸
出入境客流更是持續呈高峰態勢，累計出入境旅客超50萬人
次。昨日，記者探訪福田口岸，看到出入境的旅客絡繹不絕，
口岸一帶的商圈也是一片繁忙景象。深港兩地恢復通關正帶動
口岸商圈逐步復蘇、加速發展，熟悉煙火氣正在回歸。

▲在福田口岸，旅客正排隊出
境。 香港商報記者蔡易成 攝

◀茶餐廳人氣回來了。
香港商報記者蔡易成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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