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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4日起，中国将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
利、比利时、卢森堡 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
政策。这是继本月1日中泰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后，
中国免签“朋友圈”实现再次扩容。

根据相关安排，2024 年 3 月 14 日至 11 月 30 日期
间，瑞士等6国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
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 15天，可免签入境。上述国家不
符合免签条件人员仍需在入境前办妥来华签证。

截至3月初，中国已同157个国家缔结了涵盖不同
护照的互免签证协定，同 44个国家达成简化签证手续
协定或安排。算上新加坡、安提瓜和巴布达、泰国这 3
个今年以来同中国签署互免签证协议的国家，已有 23
个国家同中国实现全面互免签证安排。此外，还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或落地签待遇。

瑞士商人利昂在日内瓦经营着一家旅游服务公
司，有不少中国合作伙伴。他说，中国对瑞士免签生效
之后，到中国拜访朋友或是洽谈合作会更方便了。“相
信会有更多瑞士人和我一样，打算去中国走走转转。”

一段时间以来，中方持续推出多项来华签证优化
措施，包括减少签证申请表填报内容、阶段性调减签证
费、简化来华留学审批手续、免采部分申请人指纹、免
签证预约、对部分国家试行免签政策等，进一步破解外
籍人员来华的难点、堵点。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达 323 万人次，
法国、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可免签入境中国的国
家游客增长明显，上述国家春节入境游订单总量较
2019年同期翻番。

中方还持续推出一系列实招，让“老外”们生活方
便、宾至如归——

为更好满足包括外籍来华人员在内群体多样化的
支付服务需求，《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
利性的意见》于 3 月 7 日正式发布，在改善银行卡受理
环境、持续优化现金使用环境、提升移动支付便利性等
方面提出一系列要求。

此外，针对外籍来华人员在使用移动支付方面遇
到的相关实际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指导支付宝、财付通
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境外银行卡绑卡效率；在切实保护
个人信息安全的同时，简化身份验证安排；指导主要支
付机构将外籍来华人员使用移动支付的单笔交易限额
由 1000 美元提高到 5000 美元，年累计交易限额由 1 万
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

“食、住、行、游、购、娱、医”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的种种场景里，一个个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小举动，折

射出不断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促进中外民间交往的
考量。

“持续提升中外人员往来和外籍人员在华生活便
利度，照顾到了中外交往中人们的实际需求，具有很强
现实针对性，也符合世界融合发展的潮流趋势。”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晖说，这些利好消息的
释放和相关工作加速推进，再次彰显中国加强开放合
作的姿态和诚意。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向世界宣示一系
列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合作的务实举
措——

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推进落实支持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八项行动，办好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链博
会等国际合作平台，举办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

……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光明图景中，中国同世界各
国合作的“蛋糕”必将越做越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杨明杰表示，在全
球经济复苏乏力、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
中国传递的开放合作强信号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注入
了更多动力和宝贵的确定性。“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
将更为紧密、多彩。”

连日来，国际媒体、学者纷纷表达对中国开放发展
前景的信心：“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全球合作伙
伴提供增长机遇”“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这符合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强烈愿望”……

从春天起笔，一个活力升腾的中国，将写下更多与
世界相互交融、彼此成就的精彩故事。

（记者：王宾、许可、史竞男、任沁沁、朱超、伍岳）

再添6国！

免签“朋友圈”扩容传递中国开放强信号

新华社发 程硕作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记者 13日从中央网信办
获悉，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等 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第二批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通过开展第二批试点
工作，探索不同区域条件下数字乡村发展路径和方法，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支
撑。

通知要求，建立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和跨层级联
动机制，做好数字乡村建设整体规划设计，整合用好相
关支持政策和现有资源，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政
策落实。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培育数字乡村发展良好生态，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

金流、人才流，探索形成社会多元共建新局面。
同时，围绕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加快制度、机制、模式和技术创新，积极拓展数字化应
用场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立足本地发展实际，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模式做
法，不搞一刀切、齐步走，杜绝“形象工程”，久久为功、
有力有序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试点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乡村信息化发展基础更加夯实，城乡“数
字鸿沟”加快弥合，涉农数据资源实现共享互通，乡村
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涌现，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作
用凸显，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11部门部署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赵文君）市场监管总
局、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切实加强2024年春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部
署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深入排查校园食品安全风险
隐患，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

在主体责任方面，督促学校严格落实校长（园长）
负责制，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职责，制定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
调度”制度要求，定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和鼠
（虫）害消杀，重点检查加工场所等设施设备，清查库存
食品，清理变质、过期等食品和食品原料等，并自查整
改到位。

在安全监管方面，组织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

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督促学校食堂及其承包经营企
业、校外供餐单位严格执行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
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开展餐饮具清洗消毒整治，
加强大宗食品及原料监督抽检力度。对抽检不合格
的，依法依规开展核查处置，并公开相关信息。

在规范学校食堂承包经营方面，对正在实施承包
经营招投标的学校，督促学校依法依规签订合同（协
议），严格约束转包、分包行为，及时公示中标企业。建
立考核、评价和退出机制，重点清查不履行合同（协议）
约定、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等行为的承包经营企业。

通知还要求，加大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知识
的宣传力度，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和“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教育，倡导学校食堂按需供餐，制止餐饮浪费。

四部门部署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监管

新华社海口3月13日电（记者吴茂辉）记者从
海南省新闻办1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海南
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4年本）》已于近期
正式印发，相比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
录（2020年本）》，目录鼓励范围进一步扩大。

其中，海南产业发展亟需的文化旅游、航空航
天、生物医药、海上风电、专用汽车制造、通用设备
制造、绿色建材生产等被正式列入鼓励类产业。

据了解，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的发
布，对支持海南重点产业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增强，产业发展质量不断提
升。自《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
本）》发布以来，海南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四大主导产业加快发
展，其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从2019年的55.5%增
长到2023年的62.4%。

经营主体活力不断激发，优质经营主体加速集
聚。政策执行以来，在剔除已享受小微企业优惠和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后，全省累计享受企业所得税减
按15%执行优惠政策的经营主体达4000余户次，占
享惠企业比达33%左右，享惠政策面不断扩大。

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税源根基更加牢固。在
为企业减税的同时，近年海南省企业所得税税收总
额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长，企业所得税占全省财政收
入比重和全国企业所得税比重持续提高。

海南自由贸易港
鼓励类产业目录扩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