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陕西与全球22个国家（地区）38座城市实现通航

西安海关所属西安咸阳机场
海关关长齐波介绍，“西安海关深
化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新、
快、优助推建设国内一流航空口
岸。”过去，入境旅客在过海关时
需要完成体温监测等 8个环节；
现在，创新配置了“八合一”多功
能通道，旅客过关速度达到了“秒
级”。T5航站楼内，入境旅客过通
道 10秒即可放行，旅客通关效率
大幅提升。同时，建成“国际快件
全链条数字化智慧监管”系统，让
快件更“快”，西安航空口岸个人
物品类快件跃升至内陆第一、全
国第二。在货物通关方面，建成

“空运物流智慧监管”平台，将海
关监管顺势嵌入企业生产经营，
企业办理通关手续整体效率提升
30%以上。优，就是监管优、服务
优、体验优。“无感通关、智能监
管、无事不扰、无处不在”，是智慧
海关建设的目标，建成了“西安航
空口岸海关智慧监管”平台，让守
法者“无感通关”，让违法者“无处
遁形”。

支持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
发展，推动新开西安至第比利斯
等多条洲际货运航线，推动陕西
省与全球 22 个国家（地区）、38
座城市实现通航，推动 23家国内

外航空公司运营进出境航线 50
条，推动高新技术设备、航材配
件等通关提速。

据悉，一季度，西安咸阳机
场海关监管国际货运量 1.3 万
吨，增长 73.6%，促进陕西省航空
物流枢纽的集散作用进一步发
挥。设立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
色通道”，空运进境食用水生动
物 3.5吨、水果 1.4吨。充分用好
保税航油政策优势，吸引航空公
司前来加油、中转、增设航线，一
季度监管保税航油加注量 2.9万
吨，创同期历史新高，帮助航空
公司节约燃油成本 1800万元。

据介绍，一季度陕西省外贸
进出口呈现四个方面的特点，外
贸结构更优，产品优势更足，经
营主体更强，贸易伙伴更多。从
贸易方式看，一季度陕西省一般
贸易进出口 458.6 亿元，同比增
长 15.9%，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41.2%，同比提升 6.4 个百分点；
加工贸易进出口 518.6 亿元，占
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46.6%。一般
贸易占比提升反映出陕西省外
贸自主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机电产品一直是陕西省出口
的“拳头产品”，一季度陕西省机电
产品出口 659.7 亿元，同比增长

5.2%，占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 1.5
个百分点，达到85.3%，其中汽车出
口 137.8亿元，同比增长 63%。进
口产品更加丰富多元化，一季度进
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同比增长74.6%，进口铁矿砂、煤及
褐煤同比分别增长61.1%、1.9倍。

一季度陕西省有进出口记
录的经营主体达 3797家，同比增
长 6.9%。其中，民营经济外贸动
力持续增强，民营企业数量增加
到 3421家，增长 7.3%，占有进出
口记录企业总数的九成。同期，
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保
持增长，其中外资企业进出口

647.9亿元，同比增长 2.8%；国有
企业进出口 76.4亿元，同比增长
18.9%。

一季度陕西省贸易伙伴达
199 个，对联合国统计分组中大
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有进出口记
录。其中，东盟跃升为陕西省第
一大贸易伙伴，一季度进出口
200.1 亿元，同比增长 18%，占全
省 进 出 口 总 值 比 重 提 升 至
18%。主要贸易伙伴中，对欧盟、
澳大利亚等传统市场也保持增
势，一季度对欧盟进出口 118.9
亿元、对澳大利亚进出口 29.2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7%、49.5%。

机电产品是陕西省出口的“拳头产品”

一季度陕西省
进出口总值1112.8亿元

4月25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西安海关副关长李晋生介绍

2025年一季度陕西省外贸进出口情况，今年一季度陕西省进出口总值1112.8

亿元，微降1.5%，外贸开局平稳。

“近十年，陕西省民营企业进
出口保持着较快增长态势，年均增
速达18%，高于同期全省外贸整体
平均增速（10.2%）近8个百分点，占
全省外贸总值的比重也从 2015年
的20.6%增长到2024年的38.2%。”
西安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崔颖介
绍，在陕西省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
中，民营企业的数量一直处于主体
地位，同时不断发展壮大，从 2015

年的1922家一路增长到2024年的
4825家，增长了1.5倍，占全省外贸
企 业 的 比 重 从 78.2% 增 长 到
90.1%。其中，不光是小微企业，年
进出口值过“亿”元的规模企业也
从2015年的50家增长到2024年的
189家，增长了2.8倍。

陕西省民营企业逐渐由“制
造”到“创造”，成为陕西省科技创
新的重要力量。一季度，陕西出

口的“新三样”产品中，99%的电
动汽车、光伏产品由陕西省自主
品牌民营企业出口，锂电池由陕
西省民营企业出口的比重也超过
七成。此外，在传统的钢铁行业
中，陕西省民营企业持续推动特
种钢材技术研发，提升核心竞争
力。今年一季度陕西省民营企业
出口钢材 23.9亿元，增长 1.3倍，
占同期全省出口钢材的九成。

陕西民营企业进出口年均增速达18%

2023年、2024年陕西省对中
亚进出口分别达到 57.9亿元、86.2
亿元，连创历史新高。日益增长
的贸易数字的背后，是越来越多
的机电产品、日用百货、纺织服
装、家具玩具等“陕西制造”走向
中亚，中亚的矿产品、农产品等也
源源不断地进入陕西市场。

今年一季度，陕西省对哈萨
克斯坦进出口 7.1亿元，增长 1.3

倍。4月底，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中哈物流场站将实现主体完
工，与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实现

“枢纽对枢纽”通道升级，助推中
欧班列（西安）高质量运营。

陕西苹果种苗首次出口塔吉
克斯坦、陕西家具产品首次出口
乌兹别克斯坦……陕西持续深化
与中亚国家在工业、农业、教育、
医疗等方面合作，西安爱菊北哈

州 100万吨粮油物流加工基地建
成运营，西安中医脑病医院哈萨
克斯坦二期项目开工，中亚公园
建成开放，职业技术教育出海品
牌“秦岭工坊”等“小而美”民生项
目在中亚落地；打造面向中亚的
粮食、果蔬等大宗商品交易中
心，与中亚国家共建国际物流节
点和物流园区，累计建成海外仓
10个。 本报记者 王嘉

陕西省对中亚进出口连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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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艳芳）记者获
悉：西安市近日印发促进信息产业
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
年），明确将以数字政府建设重点
领域场景需求为牵引，以软硬一体
技术适配和产品开发中心建设为
核心载体和关键环节，重点支撑智
能终端产业链培育，推动工业软
件、信创、人工智能适配应用，促进
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此，西安市将推动新技术、
新产品在数字政府建设各领域规
模化应用，带动先进技术、专精特
新企业与本地制造深度融合，培育
全国领先、自主可控的新一代信息
产业链群。

建立需求分析机制。统筹各
行业部门摸排本领域基础现状、设
备品类与系统适配情况，制定本领
域智慧系统规划和建设方案，挖掘
建设场景，制定产品需求清单和智
慧化解决方案。

构建技术研发体系。组建技
术联盟，开展根技术研究、前沿技
术创新和标准体系构建，提供产品
适配验证全周期技术咨询服务，打
造技术创新链，促进技术创新和产
业成果转化。

全面构建适配能力。统筹推
进产业创新中心和各类适配中心
建设；建立标准化适配认证流程，
形成产品适配认证清单，构建适配

服务生态，促进芯片设计、器件制
造、终端集成和应用开发等环节协
同创新。

加快驱动生产制造。统筹智
慧终端生产制造，引导和牵引龙头
企业构建“芯片—模组—板卡—整
机”全链条发展战略，打造本地生
产制造生态体系，推动新产品标准
化和规模化生产，带动本地中小企
业壮大发展。

统筹推进建设运营。筛选符
合数字政府建设需求、具备创新
性的智慧终端产品，编制创新产
品推荐清单，支持新技术、新产品
应用与推广；鼓励市属国企使用
创新产品推荐清单中的产品与解
决方案，有序推动老旧设备的替
换改造。

拓宽应用推广渠道。统筹组
织开放应用场景，搭建适配验证产
品供需对接渠道，为适配企业提供
业务指导、验证环境和试点支持，
落实行业领域智慧化建设方案，推
进新产品应用。

西安市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5年，我们重点围绕交通、
水务、城管、燃气、供热、文旅等领
域开展示范性建设，同步推进环
保、教育、住建、应急等领域应用。
到 2027年，我们将实现数字政府建
设重点领域全覆盖，带动信息产业
创新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徐鹏航）记者 25 日从国家医保局
获悉，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通知，
面向统筹地区和定点医药机构开
展智能监管改革试点，推动全国
医保系统智能监管子系统应用成
效提升，实现监管关口前移，从源
头上减少使用医保基金违法违规
行为发生。

通知明确，以智能监管改革试
点为抓手，带动智能监管事前提
醒、事中审核、事后监管全流程工
作质效提升。试点地区事前提醒
接入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数超
过 50%，并逐年提高；配置充分的
审核和监督检查力量，对检出“明
确违规”的医保基金结算清单相
关医保费用直接拒付；定期开展
事后数据筛查，积极探索开展大
数据监管应用。

通知要求，试点地区搭建场景
监控模块，通过接入定点医药机
构端硬件设备抓取生物特征、人
脸识别，并与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结算信息、定点药店购药信息等
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假病人、假
病情、假票据”等欺诈骗保行为疑
点信息。实现血液透析、康复理
疗、精神病院等重点场景的全覆
盖，在不影响患者正常就医、不干
预正常诊疗活动、不增加医务人
员额外负担情况下，实现远程实
时监控。

根据通知，各省级医保局对
照“试点目标”，统一向国家医保
局报送改革试点地区 3 个、试点
单位 10 家。国家医保局加强对
试点地区、试点单位的实地调
研、跟踪指导、经验总结，并推广
全国。

国家医保局开展智能监管改革试点

新华社西安4月25日电（记者
刘硕 李浩）水利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 25日在陕西榆林部署开展黄河
流域水生态保护专项行动。最高
检、水利部黄河流域检察公益诉
讼协同平台同日正式启动。

据介绍，黄河流域水生态保护
专项行动从 2025年 4月下旬持续
至 2026年 4月，将对水资源管理、
河湖库管理保护、水土保持监管等
领域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在水资源管理领域，专项行动
将重点排查整治未经批准取水或
者未按批准条件取水、未经批准建
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拒不执行取
水量限制决定等行为。在河湖库
管理保护领域，专项行动将聚焦围
湖造地、非法围垦河道以及在河

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光伏等行
为。根据两部门部署，生产建设项
目存在的“未批先建”“未批先变”

“未批先弃”“未验先投”等水土保
持违法行为也将成为专项行动排
查整治的重点。

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排查整治
水工程管理、蓄滞洪区管理等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包括：影响
河势稳定，危害大坝及其附属设
施、河岸堤防等水利工程安全；蓄
滞洪区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
评价报告未批先建或批建不符等。

水利部、最高检要求，流域内
地方各级水利部门、检察机关根据
各自职能定位和职责分工做好组
织实施，落实责任，共同推进行动
见效。

水利部、最高检

部署整治黄河流域未经批准取水等问题

西安印发方案

培育全国领先、自主可控的
新一代信息产业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