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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服贸会将于 9月 2日～9月 6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经过 11

年发展，服贸会不仅为我国服贸领域国际合作搭建了交流平台，也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注

入了新动力，其吸引力、影响力越来越大。本届服贸会，多家参展商表示：“我们要把最新的

产品和服务带到服贸会。”

阅 读 提 示

绿化让城市更宜居G

本报记者 杨召奎 赖志凯 时斓娜

张 千 茹晓茜

走入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区，

浓浓的工业风扑面而来，这里曾见证北京工

业的辉煌历史。一天之后，它将又一次见证

一场经贸盛会的举行。2023 年服贸会将于 9
月 2日～9月 6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

园区举办。

漫步在园区里，印有服贸会标识的旗帜、

宣传标语、指示牌随处可见。各大展馆内，参

展商们正进行布展的收尾工作。

服贸会全称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其前身为京交会，2012 年起正式举办，

2020 年简称更名为服贸会。如今，服贸会已

悄然走过 11个年头。

11 年来，服贸会不仅为我国服贸领域国

际合作搭建了交流平台，也为全球服务贸易

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其吸引力、影响力越来越

大。今天，多家参展商告诉记者：“我们要把

最新的产品和服务带到服贸会。”

多款AI大模型产品将亮相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是服贸

会的九大专题展之一。今年服贸会，多款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将亮相。

北京八月瓜科技公司将亮相首钢园 11号

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中的专精

特新企业展示专区。企业设立 72平方米的独

立展示区，集中展示科技信息大数据领域的

产品、服务和擎策大模型。

据介绍，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多模

态大模型、大型语言模型（LLM）等，擎策大模

型可以对科技创新企业和技术成果进行评估

评价，并一键生成报告，涵盖创新性、成熟度

评估，技术、法律价值评估，为用户提供客观、

科学的决策依据，帮助快速了解市场趋势、提

高投资效率、规避风险等。

今年是美图公司第二次参加服贸会。

2022 年，美图公司携美图秀秀、美颜相机、美

图宜肤、美图魔镜等产品亮相服贸会，集中展

示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变

美”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的最新成果。

本届服贸会上，美图公司将集中展示“影

像+AIGC”的算法服务和解决方案，展示自研

AI视觉大模型的底层能力和 AI设计、AI图片

等应用场景能力。

9 月 3 日，在首钢园修理车间第一会议

室，高等教育出版社将介绍该社与华为云、阿

里云等技术企业正在开展的教育大模型建设

与应用合作，探讨如何基于学科、课程教学应

用场景，服务个性化学习的教育应用，赋能教

育出版新发展。

新技术提升物流配送效率

今年服贸会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将

设置“供应链交通运输”等三大展区。

第三次来到服贸会，数字货运平台福佑

卡车今年将重点展示公司的核心基础设施

“福佑大脑”智能中台。

据福佑卡车大数据负责人刘尉良介绍，

在传统货运模式下，“司机找货难，货主找车

难”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国内营运货车的实

际载货量仅约 60%，平均空驶率高达 45%，车

辆运行效率低下，造成运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通过平台的智能调度系统，使车辆

空驶率由行业平均值 45%降至 6.6%，车辆空

置率由行业均值 40%降至 24.8%，大幅提高了

整车运输效率。”刘尉良说。

作为科技零售企业，美团今年已是第四

次参展服贸会。“今年，我们将携旗下无人机、

自动配送车等新业务亮相服贸会综合展年度

主题专区，呈现美团在数字化生活服务领域

的理念和成果。”美团北京公共事务部总经理

王冠蘅说。

据悉，此次将参展的美团无人机为第

四代新机型，是专注于城市低空物流配送

场景的全新多旋翼机型，能够适应 97%以上

国内城市的自然环境要求。截至今年 5 月，

美团无人机配送已在深圳、上海的 6 个商圈

落地，航线覆盖社区、商圈、景区等场景。

“通过服贸会这一国际化平台，我们希望

给消费者展现更便捷的消费新场景、新体

验。未来，也将努力通过科技帮助零售行业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王冠蘅说。

在“供应链交通运输”展区快递服务专

区，菜鸟网络“海外仓仓内调度中枢系统”等

快递行业数字化技术、前沿科技产品等将进

行展示。

找到更多商业机会与合作伙伴

“去年参加服贸会，提升了公司的知名

度，并斩获了百万级大单，助推了公司业务发

展。今年，我们希望通过服贸会结识更多国

内国际合作伙伴，并借助自身优势帮助中国

企业走出去提供知识产权解决方案。”北京八

月瓜科技公司董事长李长青说。

6 人游定制旅行创始人、CEO 贾建强表

示，2022 年服贸会，有近 500 家文旅企业参

展，今年增加到 817 家。参展企业数量的大

幅增加，说明 2023 年以来文旅市场发展不

断向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6 人游定制旅

行从去年的线上展台，走到了今年的线下

展台。

“参加此次服贸会，将使我们的产品和服

务得到更广泛的展示和推广，找到更多的商

业机会与合作伙伴；同时，还提供了企业与政

府部门、行业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们对

此很是期待。”贾建强说。

作为专业服务机构，毕马威中国已连续

多年参加服贸会。“服贸会是扩大服务领域对

外开放、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借助服贸会建立国

内、国际双向资源的合作渠道，更加全面地支

持和促进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为深化服务

贸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毕马威中国有关负责人说。

有专家表示，相比往年，今年服贸会，参

展企业将找到更多商业机会与合作伙伴。截

至 8月 20日，22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有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500多家，覆盖了 28个

服务贸易前 30 强的国家和地区，整体国际化

率超过 20%。

8 月 21 日，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在国

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服贸会

将进一步发挥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窗口作

用，与世界各国共同探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开放发展的新理念、新趋势、新路径，共促开

放发展。

（本报北京 8月 31日电）

11年来吸引力、影响力越来越大，多家参展商表示——

“我们要把最新的产品和服务带到服贸会”
聚 焦 2023 年 服 贸 会

本报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北梦原）记者从今天商务部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1月~7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

保持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 36669.1 亿元，同比增长

8.1%。其中，出口 15385 亿元，下降 6.3%；进口 21284.1 亿元，

增长 21.6%；服务贸易逆差 5899.1亿元。

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介绍，前 7月，知识密集型服

务贸易占比提升。1月~7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5838.7
亿元，同比增长 11.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43.2%，较

上年同期提升了 1.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9157.4 亿元，增长

15.1%；进口 6681.3亿元，增长 7.3%。

与此同时，旅行服务明显恢复。1月~7月，旅行服务进出

口 7681.3 亿元，同比增长 66.2%，继续成为增长最快的服务贸

易领域。其中，出口增长 55.8%，进口增长 67%。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升，旅行服务明显恢复

前7月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8.1%

本报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王冬梅）国家防总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防汛防台风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

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风情、潮情、汛情发

展态势，视频调度浙江、福建、广东等省，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

台风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 15时将针对广东、福建的防汛防

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加派 1 个工作组赴浙江协助

指导地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会商指出，台风“苏拉”风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将给广

东和福建部分地区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台风“苏拉”影响期

间正值天文大潮，福建福州至广东揭阳一带沿海潮位高，海水

倒灌威胁大。台风“海葵”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强度逐步增

强。此外，台风路径、量级和影响区域存在不确定性，防汛防

台风形势复杂严峻。

会商强调，要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抓紧开展广告牌、塔

吊、高空构筑物等风险排查整改，提前关闭旅游景区、海滨

浴场等场所，视情采取停工、停学、停课等管控措施；要密切

监视台风动态和风情雨情潮情汛情变化，加密会商研判和

点对点调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

指导群众做好防风避险工作。

同时，要扎实细致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组织海上作

业平台、渔船、施工船舶人员撤离上岸，抓好风暴潮漫滩区、

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老旧小区、简易工棚、低洼易涝区等

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福建的
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本报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杨召奎）记者今天从自然资

源部获悉，该部已于今天上午 10 时将福建、广东两省的地质

灾害防御Ⅳ级响应提升至Ⅲ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两地指导

工作。

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受台风“苏拉”和南下冷空气共

同影响，未来 3 天我国东南沿海有强风雨天气，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福建东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

地特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相

关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

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决定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

上午 10 时将福建、广东两省的地质灾害防御Ⅳ级响应提升

至Ⅲ级响应。

自然资源部强调，福建、广东两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

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密切

关注台风路径和发展动向，高度重视本轮强降雨过程地质

灾害防范应对，采取进一步行动，切实做好巡查排查、监测

预警、会商研判、临灾避险、防御力量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

报送等工作。

同时，自然资源部要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

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要加强组织协调、趋势分析、会商研判，

并立即组织上述省份驻守和机动专家直达基层协助开展技术

支撑工作，有关情况及时报告。

自然资源部对福建、广东
启动地质灾害防御Ⅲ级响应

本报北京 8月 31日电 （记者北梦

原 周怿）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提高个

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

知》，决定提高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

女教育、赡养老人等 3 项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标准。今天，财政部税政

司、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进一步减轻生育、养育和

赡养负担的呼吁较多。3 项专项附加

扣除与“一老一小”直接相关，提高相

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有利于进一步

减轻家庭抚养赡养负担，更好保障和

改善民生，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

愿和能力。

根据通知，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

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 元提高到 2000 元。子女教育专项

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

提高到 2000 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

除标准，由每月 2000 元提高到 3000 元。

其中，独生子女按照每月 3000 元的标准

定额扣除；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

每月 3000 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

度不能超过每月 1500元。

调整后的扣除标准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财政部税政司、税务总局所

得税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纳税

人已经按照原标准填报享受 2023年度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的，自 9月份起，信息系统

将自动按照提高后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计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此前多缴的

税款可以自动抵减本年度后续月份应纳

税款，抵减不完的，可以在办理 2023 年

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继续享受。

纳税人还没有填报享受 2023年度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的，可以在个人所得税

APP或者通过任职受雇单位填报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后享受。纳税人自 9月份纳

税申报期起，就可以由任职受雇单位按

照提高后的新标准扣除，也可以在办理

2023 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按照

新标准申报扣除。

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赡养老人支出负担

三项个人所得税专项
附加扣除标准提高

本报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时斓娜）国

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采购经理指数显示，8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7%，比

上月上升 0.4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51%，比上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但持续

位于扩张区间；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1.3%，

比上月上升 0.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

总体保持稳定。

根据统计，8 月，制造业景气水平进一步

改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1.9%

和 50.2%，比上月上升 1.7 和 0.7 个百分点，均

为近 5 个月以来的高点，制造业生产需求同

步回升。在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改善的带

动下，近期企业采购活动有所加快，采购量指

数升至扩张区间，为 50.5%，高于上月 1 个百

分点。

8月，大中小型企业 PMI均有所回升。大

型企业 PMI 为 50.8%，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

点，连续 3 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大型企业景气

水平稳中有升；中小型企业 PMI分别为 49.6%

和 47.7%，比上月上升 0.6 和 0.3 个百分点，景

气水平继续改善。同时，随着近期一系列宏

观调控政策措施密集出台，企业对市场发展

信心进一步增强。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方面，服务业延续恢

复态势，建筑业景气水平回升。8 月，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 50.5%，比上月下降 1 个百分

点，仍高于临界点，服务业继续保持扩张；建

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8%，比上月上升 2.6
个百分点，建筑业生产活动加快。

生产需求回升，景气水平改善

8月制造业PMI升至49.7%

本报特约记者 朱润胜

临近傍晚，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秦皇西大

街与峨眉山路交叉口的“口袋公园”里，舞蹈

爱好者们都会在公园广场上随着音乐翩翩

起舞。“从家里出来走几步就到公园了，这里

离 家 近 、环 境 好 ，是 一 个 跳 舞 健 身 的 好 去

处。”经常来此跳舞的李阿姨开心地说。

“以前一出门坑坑洼洼、环境脏乱差，几

乎没有绿化。现在出门就是公园，处处绿

荫 ，还 有 休 息 乘 凉 的 座 椅 ，变 化 真 是 太 大

了。”谈到家门口建起的“口袋公园”，家住秦

皇岛道南片区的居民郑女士同样赞不绝口。

这些发生在百姓家门口的变化，源自秦

皇岛大力倡导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的系列

举措。近年来，一批集游览、观赏、休憩于一

体的“口袋公园”不断融入城市日常生活，小

小的“口袋公园”以袖珍之美为居民的幸福

感加码。

“口袋公园”也叫“袖珍公园”，是指规模

很小的城市开放空间，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

在城区的整体结构中，对较小地块进行绿化

种植，再配套座椅等便民服务设施，为附近

居民提供休闲健身的场所。据秦皇岛市园

林局行业管理科科长甘金涛介绍，与大型公

园有别，“口袋公园”规模较小，形状多样，是

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共绿化活动场地，方

便周边居民使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日

益提升，“推窗可见绿、出门即入园”正在成

为群众的期盼。秦皇岛市园林部门从 2022
年起，重点围绕群众身边的居住区、生活圈，

统筹利用城市中的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

绿地等建设“口袋公园”，将“边角料”变成

“上好料”。截至目前，全市已建设完成 70
个“口袋公园”。

在秦皇大街与海阳路交叉口附近，去年

新建成的 3 个“口袋公园”成了周边居民日

常休闲的好去处。其中，海阳路北段一处

“口袋公园”绿化面积 2000 余平方米，同时

铺装健身步道、休闲平台，设置挡墙座椅，市

民不仅能走进去，也能坐下来。路口西北角

的“口袋公园”绿化面积 380 余平方米，栽植

色彩亮丽的地被植物等，路口更加通透、景

色更加优美。

在秦皇岛北戴河区，“口袋公园”建设根

据区位和功能，坚持“不怕大、不嫌小”，以绿

化勾边、用色彩点缀。众多小而精的“口袋

公园”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听涛园、六

座楼园、月季园等一个个精致游园如颗颗珍

珠镶嵌在沿海线上，园内丰富的植物品种、

精致的花境效果、恰到好处的景观小品，形

成了一道道亲海近海的风景线。

这些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全部免费开

放 ，不 仅 令 市 民 喜 欢 ，而 且 游 客 也 青 睐 打

卡。秦皇岛金梦海湾片区以碧海金沙闻名，

许多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海戏水。于是，当

地管理部门沿着 4 公里海岸线建设了 8 个带

状景观和休闲游园，方便大家停留，并在沙

滩与公园之间铺上木栈道，搭配海洋主题的

小雕塑，安装了健身器材，令人感到十分细

心贴心。

“我们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结合留

住城市记忆、传承历史文脉、彰显城市精神、

弘扬地域文化，着力打造‘绿化+文化’的精

致游憩休闲空间。”甘金涛介绍说，“口袋公

园”在选址上，优先选择公园绿化活动场地

服务半径覆盖不足的区域；在设计和建设

上，注重保护原有地形地貌和大树乔木，优

先选用乡土植物，充分考虑周边群众需求，

增加活动场地。

给 城 市“ 见 缝 插 绿 ”，让 市 民“ 推 窗 见

景 ”，让 城 市 颜 值 更 高 、气 质 更 佳 、魅 力 更

足，秦皇岛市已将公园建设写入了“十四五”

规划，计划建设城市公园、游园、“口袋公园”

110 多座。今年，将新建、提升公园游园和

“口袋公园”30 个，打造更多美丽街区、精品

街道。

给城市“见缝插绿”，让市民“推窗见景”

秦皇岛“袖珍公园”为居民幸福加码

本报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刘静）记者今天从国铁

集团获悉，继新建贵阳至南宁高速铁路贵阳至荔波段 8
月 8日开通运营后，南宁至荔波段于今日开通运营，贵南

高铁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南地区新增一条交通大动

脉，黔桂两省区间交通出行更加便捷、西南与华南地区联

系将更加紧密。

据悉，贵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初期，国铁集团将按照

日常线、周末线、高峰线安排列车开行，单日最高开行动

车组列车 56列，南宁至贵阳、成都、重庆等多地将开行直

达动车，南宁东到贵阳东旅行时间由原来的 5 个多小时

缩短至最快 2小时 53分。

图为8月31日，一列动车组列车经过位于贵州省都
匀市境内的贵南高铁营盘清水河双线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贵南高铁全线贯通运营

8月 31日，在北京首钢园区，参展企业的工作人员将展品有序运入场馆，为服贸会做最后
阶段的准备。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