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40年， 我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 自 1978年以
来， 北京海关在各项海关改革中
一直勇担排头兵。

海关恢复征税和改革海关管
理体制之初， 北京海关1978年全
年共监管进出境货物 5.8万吨 。
而目前平均每8小时不到， 北京
各口岸通关现场就有相当于1978
年全年数量的进出口货物通关。

改革开放之初， 企业仍沿用
最原始而分散的手工纸质申报，
到90年代初， 北京海关开展报关
自动化工程，1991年4月，H883系
统投入运行， 全关各现场实现报
关单据计算机管理；1994年4月 ，
率先在全国首次进行EDI方式通
关， 实现了报关企业和海关之间
的电子数据交换，自动交换、处理
通关文件。 “这在当时，是十分了
不起的事情。 ”亲历当时报关自动
化工程的北京海关监管通关处原
处长赵唯真激动地说。

2014年7月1日， 在海关总署
的统一部署下， 北京海关率先启
动了京津冀三地海关区域通关一
体化改革， 走下了京津冀区域协
同发展的 “先手棋”。

2014年7月1日8时50分 ， 北
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向北京海关
申报一票从天津新港入境的发动
机 ， 货 值 38.96万 欧 元 ， 选 择
“一体化通关” 方式通关。 该票
货物经系统自动审核， 海关通关

时间仅为5分钟， 标志着京津冀
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正式启
动后的首票货物成功验放。

这项重大改革， 仅北京地区
就有近8600家进口企业受惠。 据
抽样调查显示， 企业选择一体化
通关后， 天津经北京空运进口货
物， 北京经天津海运进口货物通
关时间和运输成本仅当年就可平
均节省近三成。

回顾4年前的改革， 北京奔
驰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孙辉对此
颇有感触： “我们公司的货物从
申报到扣税再到货物放行这一整
条通关流程所需的时间大幅缩
短， 整体通关时间一般只需要不
到4个小时， 帮助企业降低物流
成本， 提高供应链效率。”

在一体化改革逐步启动、 一
体化通关管理格局初步建立时，
北京海关又将提高一体化质量和
效益、 拓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作
为重点 ， 按照海关总署统一部
署， 大力推动区域通关一体化改
革区区联动 。 2015年6月25日 ，
北京海关顺利办理了首票 “区区
联动” 报关单通关手续， 实现跨
区域互联互通。

2016年6月1日， 北京海关率
先参与全国通关一体化试点。 一
年后， 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正式
实施，海关应用 “一次申报、分步
处置”通关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海
关接受申报、审单、查验、征税、放

行的“串联式”作业流程，极大地
压缩货物在口岸现场办理海关手
续的时间。 同时使企业可以在全
国任一海关完成申报、 缴税等海
关通关手续， 做到了 “数据多跑
路、企业少跑腿”，实现了“多地通
关，如同一关”的“关通天下”通关
格局。

高效的通关监管与高效优质
的服务带来了外贸的增长， 今年
前三季度， 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实现2.01万亿元， 同比
增长25.1%， 高出同期全国整体
进出口增速15.2个百分点。

通关效率的提升和通关手续
的 “去繁就简”， 带来的还有企
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北京奔驰
从2014年到至今通过各项贸易便
利化政策带来的 “提速”， 企业
生产所需的货物库存天数降幅达
60%， 累计盘活库存资金多达十
几亿元。

改革没有止境。 以出入境检
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
为契机， 北京海关进一步整合优
化职能， 于今年8月1日起实施进
出口货物整合申报， 并与北京市
口岸各部门一道推出企业通关全
流程 “一站式” 服务清单。 北京
海关与相关主管部门、 口岸运营
主体、 进出口企业共同携手， 不
断压缩口岸整体通关时间， 进一
步提升通关效率， 再次为首都贸
易便利化水平提速。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过信息化手段，全面掌握
工程建设中7个模块运行情况，
涉及现场9个应用、生活区4个应
用，从而保证工程质量和人员安
全。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政路桥
城乡建设集团了解到，“智慧工
地”落户台湖公租房项目。 这样
的智慧工地，本市共有6个。

据介绍， 智慧工地是指运
用信息化手段， 通过三维设计
平台对工程项目进行精确设计
和施工模拟， 围绕施工过程管
理， 建立互联协同、 智能生产、
科学管理的施工项目信息化生
态圈， 并将此数据在虚拟现实
环境下与物联网采集到的工程
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分析， 提供
过程趋势预测及专家预案， 实
现工程施工可视化智能管理。

台湖公租房项目智能工地
平台系统分为7个模块， 分别是
“工程概况、 生产管理、 质量管
理、 安全管理、 机电管理、 经
营管理和BIM建造”， 其中涉及
到施工现场的有9个应用， 分别
是进度管理、 人员管理、 物资
管理 、 机械管理 、 安全管理 、
环境检测、 质量管理、 视频监
控 、 BIM协同 。 生活区 4个应
用 ， 分别是一卡通门禁管理 、
食堂消费、 智能线电控制、 智
能用水控制。

项目部组建了信息化小组，
定制了信息化岗位责任制， 专
人专项负责管理， 各部门参与
人员32名， 青年员工占多半数，
项目部组织平台讲师进行定期
培训， 每周进行信息化小组探
讨会， 对施工现场实际情况与
平台系统存在问题进行总结 ，
会后与软件开发公司维护专员
进行沟通并进行修改。

截至记者发稿时 ， 施工安
全管理系统所有检查记录 171
条， 处理168条； 施工质量管理
系统所有检查记录224条， 当前
存在2条， 处理222条， 严重紧
要2条， 超时未改1条； 其他各
系统均运转正常。

北京市政路桥城乡建设集
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智慧工
地平台固化和业务流程优化，落
实内控建设要求，并通过该系统
规范化运作和事前预警或控制，
项目部加强各模块之间的管控
力度，降低企业运行风险，提升
项目部整体管理水平。基于目前
项目部各项系统的综合使用，达
到各部门之间数据共享与交换，
消除信息孤岛、整合人、财、物及
信息等资源，通过实时数据抓取
和数据分析，形成集中、共享的
协同工作平台，依靠“智慧工地
平台”办工提升整体工作效率。

北京市海淀区是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和全国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区的所在地， 也
是全国首个科技园区的发源地。
改革开放40年来， 海淀区始终把
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坚持以服务促进创新、 以创新引
领发展。

核发电子营业执照多达
2.1万户

早在1978年， 海淀区就率先
制定了 《1978年-1985年科技发
展规划》， 当年9月， 海淀区工商
局恢复建制， 是全国最早恢复设
立专门市场管理部门的地区。

1988年， 北京市第一个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在中关村设
立， 配套的二部三所 （企管部、
行政联合部、 财政所、 工商所和
税务所） 也相继成立。 当时， 根
据相关政策法规， 试验区工商所
不具有发照职能， 给新技术企业
造成了许多不便。 海淀区经过反
复研究， 最终想出一套人马、 两
块牌子的工作机制， 试验区工商
所同时也是登记二科， 破解了服
务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

2016年， 海淀区在全国率先
开展了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登记
试点 ， 推行 “互联网+工商登
记” 的新模式， 实现了 “足不出
户办执照”， 工作效能得到提升
显著。 今年以来， 海淀区通过电

子化登记方式核发电子营业执照
多达2.1万户。

推进中关村科学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 北京市深

刻把握 “四个中心” 城市定位，
以 “三城一区” （即中关村科学
城、 怀柔科学城、 未来科学城和
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抓
手， 全力推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的建设。 海淀区适时提出， 以创
新生态体系建设服务创新发展，
全力聚焦中关村科学城建设， 开
启了服务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围绕打通创新发展的 “堵
点 ” 和 “痛点 ” ， 海淀区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建
设的若干措施》， 内容包含原始
创 新 能 力 跃 升 、 创 新 型 企 业
“3×100”、 城市空间更新、 创新
服务 “码上办” 等 “九大计划”
和 “七大行动”， 得到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 深受民营企业欢迎，
被亲切称为 “海淀创新16条”。

海淀区内有北大、 清华、 北
科大、 中科院等一批 “大院大所
大校”。 长期以来， 高校院所等
科研机构与企业接不上头， 科研
成果研发出来后落不了地， 是一
个老大难问题。 海淀区坚持问题
导向， 下决心破解创新主体跨越
科技成果转化难题， 陆续印发实
施 《关于加快推进中关村科学城
建设的若干措施》 及任务分解方

案， 形成包含77项具体任务的分
解方案和38项政策清单， 使相关
措施切实落到实处， 并在全国率
先推出概念验证支持计划， 填补
了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研发成果
与进行市场化产业化成果之间的
空白。

高精尖产业不断落地
围绕着产业布局和引导， 海

淀区向创新环节的前端和顶端发
力， 不断优化基础研究布局， 涵
养高精尖产业发展， 积极推进北
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建设和网
络空间安全领域重大研究平台落
地， 北京脑科学和类脑研究中心
相继成立，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
心、 石墨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平
台建设取得积极阶段性成果。 邀
请姚期智、 薛其坤、 张首晟、 张
翔等15位国内外顶尖科学家担任
区委区政府科学顾问。 设立全市
首支由区级政府、 民营企业与自
然科学基金联合设立的原始创新
基金。

今年上半年， 北京市海淀区
地区生产总值达3060.8亿元， 居
北京各区县首位。 数据显示， 海
淀区属地内引领科技创新的信息
行 业 和 科 研 行 业 占 地 区 经 济
比 重 高达一半以上 ， 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八成， 依靠科技创
新激发活力的顶层设计， 取得明
显成效。

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居北京各区县首位

通关一体化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智慧工地”掌控七大指标保工人安全

近日，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合肥庐阳三馆项目联合庐阳区四里
河街道桃花社区为农民工送去关爱。 医院医护人员为农民工义诊、
免费发放常用非处方药品,农民工兄弟还收到200多套各大校区学生
捐献的迷彩服。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卉敏 郑雪 摄影报道

“遇到淹溺者， 第一时间应
向其提供漂浮物并高声向周围
人员求救、拨打电话呼叫急救人
员， 而不是奋不顾身跳下水救
援。 ”院前急救对抢救生命意义
重大， 常常被称为生命急救的
“黄金期”，如何在没有医护人员
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进行自救与
救助，近日，中关村医院派出急

诊急救骨干走进科研院所，分期
分批进行急诊急救知识培训。

据悉 ， 自中关村医院与中
科院合作共建以来， 健康管理、
健康教育、 绿色通道等项目都
备受好评， 未来医院将依托合
作共建平台， 走入更多科研院
所， 将急诊急救知识送到更多
的科研人员身边。

□本报记者 白莹

急诊急救培训走进科研院所

海淀以创新引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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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北京海关勇担改革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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