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部就欧盟涉华调查等问题
展开严正交涉

新华社布鲁塞尔 4 月 10 日电
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主要负责人

10 日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官
员， 第一时间就欧盟对中国风力涡
轮机供应商发起补贴调查以及再次

发布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严重扭曲”
的报告等问题进行严正交涉。

中方指出 ，欧盟 9 日宣布依据
《外国补贴条例 》对中国在欧盟五
国的风 力 涡 轮 机 供 应 商 发 起 调

查 ， 这是近 2 个月内欧方利用该
条例对中国企业发起的第四起调

查案件 。
中方认为，欧方迄今依据该条例

发起的调查均针对中国新能源相关

企业，目标指向明显，不仅严重损害
中国企业赴欧开展投资贸易合作的

信心，干扰中欧产业互利合作，也将
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绿

色转型的进程。 欧方在调查过程中，
肆意歪曲补贴定义， 程序标准不公

开不透明， 是一种以公平竞争之名
损害公平竞争环境的保护主义行

为。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 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和纠正错
误做法。

此外， 中方还就欧盟 10 日再次
发布关于中国经济存在“严重扭曲”
的报告表达严正立场。 中方表示，欧
方更新有关报告， 再次对中国政策、
市场环境和经济制度进行歪曲解

读， 为后续采取歧视性的反倾销做
法制造借口， 中方对此表示高度关
注和强烈反对。

中方指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
不存在经济“严重扭曲”的概念和标
准，欧方以单方制定的所谓“严重扭
曲” 标准来评价中国市场经济完全
不符合事实， 将给中欧经贸关系带
来消极影响和不确定性。 中方将密
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 并保留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显著跃升
据新华社芝加哥 4 月 10 日电

（记者 徐静）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知名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近日发布

2024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
报告，将中国排名从去年的第 7 位上
调至第 3 位。

报告显示，未来三年对投资者最
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排名中，中国排
在 25 个国家的首位， 随后是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沙特阿拉伯、 印度、巴
西、墨西哥、波兰和阿根廷。 84%的受
访者表示，2024 年将在新兴市场维持

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受访者将技术和创新能力列为

今年选择投资目的地的首要条件 。
2024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
排名，美国、加拿大和中国位列前三，
也体现了投资者对技术先进市场的

偏好。 值得一提的是，快速发展的人
工智能引起投资者兴趣，吸引了大量
资本。

在 2023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
心指数报告中，投资者将地缘政治紧
张和商品价格上涨列为最可能发生

的事件。 在 2024年报告中，投资者继
续表达了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担

忧，同时认为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商
业监管环境都将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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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新规落地满月，你的包裹“按约投递”了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于也童 张璇 李明辉

新修订的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已落地月余，办法要求，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 不得擅自
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 快递服
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 引发社
会关注。

新规施行以来，用户和快递小哥
感受到什么变化？ “新华视点”记者走
访多地，追踪新规落地情况。

快递企业：正积极落实“按约投递”
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 ，

2023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20.7 亿件，同比增长 19.4%。 快递业
务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快递员未联系
收件人随意放置包裹，导致快递丢失
等问题时有发生，亟待规范。

新修订的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在加强快递服务行为规制、强化市场
制度管理要求等多方面作出明确规

定，将快递“最后一公里”选择权交给
用户。

记者调查了解到，新规实施一个
月来，不少快递企业正积极落实“按
约投递”等要求，优化服务。

打开“顺丰快递”微信小程序，点
击“收件偏好”，找到“工作日”，选择
“派送到丰巢柜或服务点” ……清明
假期前，在沈阳工作的白领宋莉莉告
诉记者，顺丰快递在派单前会让用户
选择投递方式，假期出游也不用惦记
快递送没送到。

辽宁顺丰金廊片区负责人曹森介

绍，顺丰通过大数据助力，对每个区域
的件量进行分析， 合理分配员工负责
范围。 “通过顺丰 APP，用户可以在派
送途中设置收件时间、地点、是否敲门
等需求，快递员也能及时掌握。 ”

目前 ， 在圆通为快递员打造的
“行者”客户端里，智能派送功能已上
线， 快递员可通过 “路线智能规划”
“漏派提醒”“智能签收”等功能，在更

好服务客户的同时，提升工作效率。
“我们公司一直都要求送货上

门。 ”沈阳市浑南区的一名京东快递
小哥说，送货一般是专人专片，时间
长了， 就能摸清片区住户的收货习
惯。 他也坦言：“即便是上门，也会遇
到客户不在家的情况；如果不提前沟
通，就可能被投诉。 ”

京东物流方面表示，“揽收、派件
不上门，承诺必赔付”的服务目前已
覆盖全国 600多个城市。 为响应新规
要求，也面向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推出
“按需揽派”服务。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
习惯进行“偏好设置”，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选择上门时间等。

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监

测数据显示，3 月份全国日均快件投
递量为 4.42 亿件， 同比增长 17.6%，
行业运行整体保持畅通稳定。

关键在于企业与用户协商一致

记者近日在沈阳、杭州等地走访
发现，由于企业间、网点间服务参差
不齐，一些地方仍存在快递员不通知
收件人， 就直接将快递投放至驿站、
快递柜等情况。

在记者调查的 70 位快递用户
中， 有 65 位表示自己在收快递前出
现过未被问询的情况。

调查中，一些快递员表示 ，如果
要一一联络，现实中确有一定困难。

“我每天要派送几百件快递 ，按
500 件算， 每个电话就算打 30 秒，一
天光打电话就要几小时。 要是遇到
‘双十一’，派件量过千，精力真的跟
不上。 ”一名快递小哥向记者吐槽。

“有时也不是我不想打，我打了，
人家一看‘骚扰电话’，马上就给我按
了。 ”沈阳一名快递员说。

还有快递员表示 ：“运营商说有
关部门对预防电诈有要求，每天打太
多电话、被太多人标记为‘骚扰电话’

的号码都会被封号。 ”
一些小区限制入内， 也增加了上

门投递的难度。 杭州市民徐先生是余
杭区某大型小区的业主， 快递小哥常
以“物业进出有限制”为由，向他解释为
何没能上门投递。 “我把情况反映给
12305，对方回复我称，可以处罚快递企
业，但管不了物业行为。 ”徐先生说。

那么，快递是否只能上门投递？
中国快递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

丁红涛表示，快递服务是民事履约行
为，不管是上门投递还是投递到快递
驿站、智能快件箱，只要快递企业与
用户协商一致，都是可以的。

丁红涛说，新规并非要求必须上
门投递，而是针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
未经用户同意擅自将快件投递到快

递驿站、智能快件箱的情况，要求快
递企业提高履约意识，按照约定方式
投递，在投箱入站前征得用户同意。

业内专家表示，上门、箱递、站递
等投递方式可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

求。 建议通过前置投递选项、用技术
手段改善沟通方式等多元化举措，加
强与用户的沟通。

采访中，不少用户也对 “送货上
门”持理性态度，对每天起早贪黑、风
雨无阻的快递小哥表示理解。 沈阳市
民李晨阳说：“征得用户同意的方法
并非只有打电话一种，快递企业应主
动探索，而非把压力给到快递员。 ”

同向发力提升服务质量

我国快递业务量连续十年稳居

全球首位，2023 年快递业务量约占全
球快递总量的六成以上。

在业务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保障

服务到位， 是对快递业的巨大挑战。
业内人士认为， 新规要求 “按约投
递”， 本质上是要求快递企业更好保
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进一步提
升快递服务满意度， 推动办法落实，

需快递企业、电商平台、监管方等多
方共同努力。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国 80%
以上快件都是电商件，电商平台可将
问题前置，更好解决“联络难”问题。

物流行业专家杨达卿建议，各主
要电商平台在下单界面设置快递配

送选项， 并将信息与快递公司同步，
协同做好服务。 “把选择权真正还给
用户”， 让消费者在下单时就选择自
己心仪的方式，才能从源头降低沟通
成本，更可减少快递电话沟通对用户
的打扰。

“如果买东西时就能选择上门 、
投箱还是放驿站，就不用投递时反复
沟通了。 ”杭州市民徐先生说。

记者注意到，淘宝 、抖音等电商
平台已着手改造业务流程，消费者在
部分平台网购下单时已可选择投递

方式。
针对部分消费者关心的服务价

格及快递小哥工作量增加问题，受访
专家指出，快递企业需在管理上下功
夫、在技术上增投入，依托科学管理
方式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用
户多元化收件需求。

丁红涛表示，快递服务本质上是
市场化合同服务行为，服务价格水平
由市场决定。 据初步调查分析，上门
投递占比变化不会太大，履约成本增
加相对有限。 中国快递协会也建议快
递企业以进一步提高效率为主要措

施，缓解成本压力。
新规施行以来 ， 邮政管理部门

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督促快递企业
履行服务质量承诺 。 多位专家表
示 ， 快递企业不应将压力直接传导
至快递员 ， 要通过转变发展思路 ，
提升服务质量。 各级邮政管理部门
也应因地制宜 ， 让执法 “尺度 ”与
“温度”并存。

（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电）

�������4月 11日，在湘潭市
雨湖区九华和平科大小

学，老师（右二）在趣味编
程课上指导学生。

近年来，湖南省湘潭
市雨湖区九华和平科大

小学开发机器人、 编程、
无人机、机甲大师等科技
特色课程 ，通过 “科技课
堂”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和动手能力，点燃孩子的
“科学梦”。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科科技技课课堂堂””点点燃燃
孩孩子子““科科学学梦梦””

2024年将扩大门诊慢特病
跨省直接结算病种范围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记者 11 日从国家医
保局 2024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2024 年将扩大门诊慢特病
跨省直接结算病种范围，让更多的门
诊慢特病患者能享受异地直接结算。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

中心副主任隆学文介绍， 今年将在
现有 5 种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
基础上，进一步增加 3 至 5 种覆盖人
群多、药物治疗为主、待遇差异小的
门诊慢特病病种。

“除了扩大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
结算病种范围外， 今年将进一步扩
大跨省联网定点医院的范围。 ”隆学
文介绍，2023 年，跨省联网定点医药
机构达到 55.04 万家， 比 2022 年底

增长了 68.37%。
此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

务还将在就医地管理、异地就医结算
监测等方面提质增效。

隆学文介绍，接下来要强化就医
地管理力度， 重点加强就医地医保
经办机构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的审

核，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内开展
异地就医大额费用经办联审工作 ，
进一步规范就医地的医疗行为 ，防
止异地就医过程中的不合理诊疗行

为，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
同时， 加强异地就医结算监测。

跟踪了解异地就医结算政策落地情

况， 破解异地结算过程中的痛点、难
点和堵点， 持续完善异地就医结算
服务。

恶劣天气袭击美国南部

4月 10日，在美国休斯敦附近的凯蒂，一座购物中心遭龙卷风袭击
后受损。

龙卷风等恶劣天气 10日袭击美国南部地区，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
人受伤，逾百座房屋受损。 新华社发（陈晨 摄）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在河南新郑举行

新华社郑州 4 月 11 日电 （记者
史林静）三月三，拜轩辕。 4月 11日，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省

郑州市新郑市举办。 大典的主题为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

规划提升后的黄帝故里园区庄

严肃穆， 众多来自海内外的华夏儿
女汇聚在这里，共拜轩辕黄帝，祈福
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世界和平和睦。
拜祖典制性仪程依照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确定的九项仪程进行 ，包
括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共
拜始祖、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

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公拜轩辕黄

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这一盛
典肇始春秋，绵延于今。 2008 年，新
郑黄帝拜祖祭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拜祖大典将继续同时举办

网上拜祖和境外拜祖， 线上与线下
结合 、 现场拜祖与境外 “同拜 ”互
动。 拜祖大典期间， 相关部门还举
办了全球豫商大会、 第十七届黄帝
文化论坛和“黄帝文化活动周”等关
联活动。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场。 新华社记者 朱祥 摄

让精耕细作迎接新技术革命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4 月 11 日是农历三月初三。 “三
月三，闹春田”，正是春季农业生产大
忙时节。 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在按中央
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围绕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
大良种、良机、良法推广力度，在精耕
细作上下功夫，进一步把粮食单产和
品质提上去。

“精耕细作” 凝练了数千年的中
国传统农业典型特征，同“不违农时”
“因时制宜”等中国智慧相结合，成为

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发展的密钥之一。
精耕细作农耕有传统的强大生命力，
同时也要积极拥抱新技术革命，不断
提高农业效率、节约水土资源，以可
持续发展的绿色农业提高农产品质

量，助力和美乡村和美丽中国建设。
春耕从一粒种子开始，要以种子

技术革命，推动良种下良田。 往年一
些小麦主产区遭遇雨涝灾害，小麦播
期推迟，由于种植早发、快长、稳产、
高产品种，单产总产仍创新高。 我国
种业振兴行动成效明显。 据 2024 中
国种子 （南繁硅谷） 大会公布数据，

2023 年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年申请
量突破 1.4 万件，约占全球一半。 良
种是用来种的，要让农民主动寻求新
品种、增加对新品种的信心，让科技
种子变成亿万亩良田的丰稔。

良种离不开良法，播种技术至关
重要。 农地常有“十里不同天”，各地
要根据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确定播
种时间，掌握播种深度，注意播种密
度，数字化监测和人工智能管理都大
有作为。

一犁新雨后，农机处处忙。 良机
要主动拥抱信息技术革命。 当前农业

机械化进入智能化新阶段， 拖拉机、
播种机、 收割机要加快与智能手机、
电脑、智慧平台结合，依托卫星、物联
网、5G技术、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
通过提前编程、设定路线参数、无人
化自动管控，实现播种均匀、深浅一
致、密度合理。 从而大幅度提升种子
出苗率与作物出产率、 农业生产率，
使古老的精耕细作技术进入数字化

新时代。 （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 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