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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凯蕾）记者 ２７ 日从

广东省财政厅获悉， 作为全国入境旅游人数
最多的省份，广东省（不含深圳）自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
实际退税率为 ９％。

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在
离境口岸离境时， 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退
税物品退还增值税。 退税对象包括在我国境
内连续居住不超过 １８３ 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台
同胞， 其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
物品金额达到 ５００ 元人民币、 退税物品尚未
启用和消费、 离境日离退税物品购买日不超
过 ９０ 天（以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所购退税物
品由境外旅客本人随身携带或者随行李托运
出境的商品可退税。

退税物品不包括：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禁止、限制进出境物品表》所列禁止、限制出
境物品； 二是退税商店销售的适用增值税免
税政策的物品；三是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
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物品。

境外旅客可凭《离境退税申请单》在口岸
办理离境手续的隔离区向退税代理机构申请
退税。 其中，退税额超过 １ 万元的，以银行转
账方式退税。

中国职旅总社助力企业走进“一带一路”
本报讯 （记者郑莉）由中国职工国际旅

行社总社组织协调的考察团于 6 月 6 日至
14 日走进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进行为期 9 天
的商务考察。 这是中国职工国际旅行社总社
回归职能本位，发挥外事服务作用，服务“一
带一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为积极响应党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职工国际旅行社总社决定组织中国企业
走出去，推广中国企业，推介中国产品，讲好
中国故事。 考察团第一站来到中国与白俄罗
斯合资建立的皮具厂、美的白俄合资工厂、白
俄罗斯工会疗养院等地。 特别是深化了与白
俄罗斯总工会旅游总公司的合作， 为中白两
国各级工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活动提
供组织和接待工作， 并积极组织白俄罗斯企
业、职工赴中国考察交流、休养疗养，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

在白俄罗斯、俄罗斯，考察团达成了多项
合作意向， 更与圣彼得堡市交通运输部门就
该市交通枢纽和轻轨线路沿线车站综合体开
设中国产品商店、 筹备和启动新的往来于中
国城市和圣彼得堡市的直飞航线等方面合作
达成了初步意向。

长虹品牌价值成长加速
本报讯 6 月 22 日， 世界品牌实验室在

北京发布了“2016 年（第十三届）中国 500 最
具价值品牌 ” 排行榜 ， 长虹品牌价值达
1208.96 亿元，与 2013 年相比大幅增长 46%，
成为品牌价值成长最快的企业之一。

据了解，长虹近年来推出了 CHiQ 系列
电视、冰箱、空调等引领智能消费潮流的创新
家电，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广泛认可。 今年 3
月， 长虹发布全球首个开放的物联运营支撑
平台（UP 平台），这使得长虹智能转型持续
落地并全面进军面向物联网的智能服务新兴
产业。目前，长虹通过 UP 平台的物联数据分
析能力，以及该平台的 21 个能力中心和能力
开放平台，成功孵化出点点帮、妥妥医、购食
汇、关护通、车联网等多个智能服务新业务，
成为长虹综合家电、 军工、IT 分销三大核心
产业之外的新的利润增长点。

近年来，长虹“走出去”步伐也在明显加
快。 先后在印尼、捷克等国家建立生产基地，
成功收购西班牙 cubigel 公司，设立了北美和
欧洲研发中心。截至目前，长虹已在印度尼西
亚、捷克、西班牙、德国、巴基斯坦等全球 19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工厂或营销中心 ，其
2015 年海外业务收入超过 150 亿元。 值得一
提的是， 长虹旗下华意压缩实现家用冰箱压
缩机连续三年全球销量第一， 全球市场占有
率达到 20%， 其中欧洲市场占有率更高达
35%，成为“全球冰箱心脏”。 （东升）

□本报记者 刘友婷

花了上千元钱办一张美容消费的套餐
卡，没用几次美容店却人去镂空，预先支付
的钱也打了水漂———虽然此前曾经有所耳
闻这类预付式消费诈骗的案例， 但当这样
的“倒霉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广州市民
邱女士同样是愤慨不已，但却又无可奈何。

前不久， 广州市民邱女士来到此前一
直光顾的白云区金沙洲百莲凯美容院时，
发现该美容院“关门大吉”，人去楼空。

邱女士称，“该美容院大约开了半年多，
我去年年底办了一个美容套餐，价格是 1680
元，但套餐仅用了一半，那天我用微信向老
板预约做美容时，发现被老板拉黑了。 ”

记者从广东省消委会消费维权网中了
解到，近年来，类似邱女士这样的预付式侵
权案例在广东频繁发生， 相关消费投诉逐
年大幅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广东
省各级消委会受理预付式消费投诉近万
件，其中广州、深圳、珠海等 11 个地级市受
理投诉 7195 件，涉及金额 5352 万元，涉及
消费者 8526 人 ， 分别比 2013 年增长
130%、71%和 155%。

“量大、面广、问题多、解决难”
近年来， 随着信用消费的出现和电子

消费方式的便捷化， 预付式消费作为一种
新的消费模式在多个行业出现， 预付式消
费领域的扩大和比例都在不断提高， 这种
模式的特点是，消费者要“先付款后消费”，
而经营者集中地获取了权利， 而分散地承
担义务。

记者了解到，当下包括餐饮 、美容美
发、 健身保健、 汽车养护等多个消费领

域，预付式消费已成为行业惯例。然而，现实
情况是，由于一些企业和商家为商不诚信、
经营不规范及经营不善等原因， 一张张原
本具有诱惑力的预付卡最终变成了 “愚夫
卡”，预付式消费屡屡让消费者掉入诈骗陷
阱。

也就是说，大部分上当受骗的消费者在
购买预付式消费卡后往往会发现，商家原来
宣传的优惠、折扣难以兑现，一些不良商家
突然停业、店铺倒闭甚至老板携款潜逃的事
例同样不少见。 去年年底发生的“水果营行”
关门事件正是典型案例。 这个曾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开设 300 多家门店 “水果营行”，却
在半个月内全面关闭，其当时正是采取预付
式消费模式从事水
果销售 ，以超
低折扣优
惠 为
诱

饵吸引大量消费者购买会员卡， 最终让大批
消费者吃了“哑巴亏”。

深圳市消委会副秘书长禤碧丽对预付式
消费纠纷的特征概括为“量大、面广、问题多、
解决难”。

相关资料显示，仅 2015 年深圳市消委会
受理预付式消费投诉就达到 5069 件 ，比
2013 年增长 87.31%，占同期全市总投诉量的
10%。 包括水果营行、高戍达驾校、永琪美容
美发等重大群体性预付式消费侵权事件在深
圳地区频发。

与此同时， 涉案金额高是另一个值得警
思的问题。以 2015 年深圳市消委会上半年收
到的预付式消费投诉为例， 非学历教育、婚
介、驾驶、美容美发等行业，单笔消费金额

最少在 5000 元以上。

乱象丛生，顽疾难除？
预付式消费领域乱象

丛生， 随之而来的是消
费者的切身利益不断
受损， 那么这一顽疾
又该如何去除？

针对预付式消
费侵权的企业，广东
省工商局企业监管
处副处长张伟表示，
对预付式营销企业存
在年报信息弄虚作假，
通过登记的住所 （经营
场所） 联系不上等原因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 3 年 ，
以及企业因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两年内受到三次以上工商行政处罚
的，将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即“黑名

单”，并予以信用惩戒。
另外， 记者从广东省消委会消费维权网

中获悉， 针对越来越频繁的预付式消费侵权
问题， 近日， 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携手全省
23 个地市（区）消委会，联名向全国人大法工
委、 国务院法制办及国家商务部提交整治规
范预付式消费问题的建议报告。

报告中， 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向上述部
门通报了广东预付式消费相关投诉数据及案
例， 剖析了预付式消费侵权现象及问题产生
的原因， 并代表广大消费者提出了关于加强
立法、 强化监管及推动共治等共十余条解决
建议。

广东省消委会认为， 预付式消费问题产
生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法律规范问题。
我国目前专门针对预付式消费的法律规范，
仅有商务部 2012 年 9 月份出台的《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但该办法是行政
规章，且规范对象及适用范围都比较有限。其
次是执法监管问题。目前监管体制不完善、监
管机制不健全、 监管职责不清晰等问题仍然
比较突出，无论是主体监管还是信用监管，都
实施得不是很到位。再次是商业诚信问题。一
些经营者缺乏守法诚信的自觉意识， 在经济
利益的驱使下， 不惜采取损害消费者权益等
不当手段来谋取自身利益。

强化市场准入，规范预付消费
鉴于以上问题， 广东省消委会建议全

国人大法工委、 国务院法制办对预付式消
费进行专项立法， 出台国家层面的法律规
范，并在立法中以问题为导向，重点解决预
付式消费的准入、规范、监管及维权等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

此外， 建议国家商务部作为预付式消
费的重要监管部门， 积极推动预付式消费
立法，健全执法监管体系，推动社会协同共
治， 并积极探索采用信用监管、 第三方监
管、推行先行赔付等有力监管手段，引入行
业连带担保、资金第三方存管、行业消费卡
退卡等制度规范， 切实整治和遏止预付式
消费乱象。

也有业内人士基于此提出了更为具体
的建议。 即必须在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的基础上， 全面建立对预付式票证发行
机构的登记申报制度， 要对发卡人的主体
资质、使用范围、发卡总额、单张面值限额
等做出具体规定，强化市场准入。

此外，还可考虑参考国外的成功经验，
建立预付式消费卡保证金制度， 在经营者
无法兑现承诺或发生某些纠纷时用保证金
进行清偿，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预付卡缘何成了陷阱

□本报记者 李玉波 通讯员 梅刚

总面积 118 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治
区，全区荒漠化土地面积 60.92 万平方公里，
占全区总面积的 51.5%， 其中阿拉善盟面积
最大，达到了 16.8 万平方公里。

多年来，邻沙而居的阿拉善人，因风沙侵
扰同风沙抗争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 近年
来，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阿拉善人的防沙治
沙思路和理念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他们努
力把沙漠生态劣势变为资源优势， 由治沙转
向用沙，从沙漠获财富，让百姓得实惠。

荒漠变成梭梭林

距离阿拉善盟阿左旗正北方 120 公里，
就是巴彦诺日公苏木苏海图嘎查。

记者看到，公路两旁梭梭林随风摇曳，一
路的荒漠植被都被围栏围住， 每个区域都种
植着天然或人工梭梭， 形成一道道错落有致
的绿化带。

同行的阿左旗公益林管理站站长胡胜德
说：“这是天然梭梭林，树下就是肉苁蓉。 ”据
了解，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改变牧民传统生
产方式，增加牧民收入，2010 年，苏海图嘎查
确定“转产不转移、发展沙产业”的发展思路，
并由 4 户牧民牵头， 种植 2000 亩梭梭林，开

启了沙生产业之路。
2011 年，按照《阿左旗营造生态防护林

优惠政策》，侍明福等牧民投资 30 多万元，种
植了 8000 亩梭梭。 3 年后，梭梭成活率达到
70%以上，拿到了 48 万元造林补贴，同时在
梭梭上嫁接肉苁蓉，一次投入多年受益。

单纯要求牧民种梭梭，积极性不会太大，
但如果有经济回报，就是个“双赢”办法。肉苁
蓉有“沙漠人参”之称。梭梭栽种 3 年后，方可
接种肉苁蓉， 接种肉苁蓉两年后才陆续有产
出。虽然肉苁蓉收获期长，但侍明福仍然很开
心。 因为这说明，这片土地能够接种肉苁蓉，
可以让更多牧民参与进来，一起致富。

采访中， 侍明福的电话不停接到外地客
商的电话，“现在来我们嘎查都是大企业，有
天士力、同仁堂，对肉苁蓉需求旺盛。”侍明福
骄傲地说。

如今，侍明福栽种了 2.3 万亩梭梭，已接
种肉苁蓉 2 万亩，产出肉苁蓉 5000 多亩。 去
年收获 10 多吨肉苁蓉，收入近 80 万元。原本
是不毛之地的荒漠，如今被梭梭林覆盖。

胡胜德说，昔日苏海图嘎查，穷在沙上，
苦在沙上，风沙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 如今，
在荒沙地上出现了一道长 20 公里、 宽 10 公
里的绿色梭梭林带。 梭梭林不仅牢牢锁住了
风沙， 还让沙漠戈壁变害为宝， 治沙淘出了

“金娃娃”，牧民因沙生产业走上富裕之路。

政府补贴鼓励种植

在苏海图嗄查梭梭林基地， 记者看到几
台拖拉机正带着打坑机， 在荒滩上打下一排
排整齐的树坑， 牧民们忙着在坑里栽种梭梭
苗、培土浇水。

“这是前年种植的梭梭林，今年已经长到
一米多高，沙子完全被挡住了，今年再种 2000
亩梭梭林，人工接种肉苁蓉 1000亩。 ”在郁郁
葱葱的梭梭林基地，侍明福激动地说。

2015 年，苏海图嘎查 70多户牧民参与种
植梭梭和肉苁蓉嫁接，按照规定，种一亩梭梭，
林业项目补贴 100元~120元， 阿拉善 SEE基
金会对个别地方补贴 30元~50元， 接种肉苁
蓉当地政府补贴 60元。

阿左旗科技局副局长张有胜说：“阿拉善
盟和阿左旗分别制定《沙生产业规划》，当地政
府对沙生产业寄予厚望。 去年阿左旗对科研
补贴 740万元，其中沙生产业占比超 60%。 ”

“各旗县均设有沙生产业办，通过政府主
导，企业参与研发肉苁蓉相关产品 20多项，与
中科院、天津医科大学等机构合作，对沙生产
业、功能效用等进行全方位研发。 ”张有胜说。

长期研究沙生产业的胡胜德说：“阿拉善
牧民不是单纯种梭梭， 而是在梭梭上接种肉

苁蓉。 一根新鲜肉苁蓉能卖到上百甚至上千
元，种子可卖到 2 万元/公斤。 ”

在政策鼓励和合作社引领下， 牧民发展
沙生产业种梭梭的热情空前高涨， 许多外出
打工的牧民纷纷回乡发展沙生产业，48 岁的
刘玉宝就是其中一位。过去，这里草场退化严
重，养羊一年都不够买草料，日子实在过不下
去，2004 年，刘玉宝卖掉牛羊，外出做生意，
但效益一般。听说嘎查成立合作社，带领牧民
种植梭梭。 2012 年，刘玉宝回乡，跟着合作社
种梭梭。如今种植的梭梭林已发展到一万亩，
每年种梭梭收入 10 万元。

据了解，短短 5 年时间，苏海图嘎查已种
植 25万亩梭梭林，人工接种肉苁蓉 15000亩。

产业化道路任重道远

为推进生态保护建设、 调整农牧业产业
结构、促进农牧民增收，2010 年，阿拉善启动
百万亩梭梭肉苁蓉产业基地， 计划利用 5 年
时间， 在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结
合锁边工程，通过人工种植梭梭接种肉苁蓉，
建设 100 万亩梭梭肉苁蓉产业基地。

在打造产业基地中，阿左旗每年安排 300
万元资金用于扶持发展梭梭肉苁蓉产业。经过
5年建设，阿拉善地区形成了 3个“百万亩”梭
梭肉苁蓉和百尺锁阳等产业基地，“十三五”期

间，再打造一个百万亩梭梭林基地，其中梭梭
林 200万亩、锁阳 100万亩，黑枸杞 100万亩。

张有胜说：“通过发展沙生产业， 改变牧
民传统生产方式，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牧民
就地转产增收，实现治沙致富的双赢目标。 ”

此外， 肉苁蓉种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
治沙项目的可持续性， 但距离产业化之路还
有许多坎要迈， 这也直接影响治沙产业的后
劲。张有胜说：“我们想将肉苁蓉打造成‘冬虫
夏草’，实现真正产业化之路，但目前看还有
一定差距，尤其在‘药食同源’标准上，需要国
家政策扶持。 ”

在张有胜看来，大面积种梭梭是好事，但
如何让沙生产业走向市场化是一个难题，不
能产量有了没有销量， 这将影响整个产业后
续发展。

“沙生产业”模式成功后，对当地牧民起
到很好示范作用。但张有胜认为，现在处于产
品研发和产业市场化瓶颈期， 目前阿拉善正
在向国家食药局申请， 将肉苁蓉从药材转向
食品原料审批， 就是将肉苁蓉变为 “药食同
源”产品，这样将有更大市场需求。张有胜说：
“肉苁蓉产业链一旦拓宽， 达到药食同源标
准，对于沙生产业是一个重大推进。 ”

目前， 阿拉善盟出台多项鼓励发展沙生
产业优惠政策， 吸引农牧民和沙生产业合作
社从事相关产业，并在阿左旗、阿右旗、额济
纳旗启动了“百万亩”梭梭肉苁蓉产业基地，
将形成人工种植嫁接肉苁蓉的梭梭林 200 万
亩，年产肉苁蓉 500 多吨。

全国政协委员、 内蒙古政协副主席董恒
宇建议，我国应重视沙生植物的科学研究，建
立国家级沙生植物研究实验室， 支持沙生产
业技术攻关和高端产品研发， 建设国家级西
北地区沙生植物资源技术创新中心和产业化
试验示范基地等。

变沙漠生态劣势为资源优势，由治沙转向用沙……阿拉善盟的防沙治沙理念正在悄然改变

沙漠里淘出“金娃娃”

北京：东华门夜市将撤摊

本报讯 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主办
的 2016 年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 6 月 23 日
在北京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
鲁丽，国际传播咨询协会主席马克西姆·巴哈
尔，印度商业传播协会主席约格·乔希等到会
并致辞。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 中国前驻
美大使李道豫致辞时指出，近两年，中国公共
关系行业迎来了一个多元、 变革的时代———
行业相互交错，渠道异常繁多。如何建立组织
与公众之间的新关系， 如何在分化和重构之
中找到公关行业的位置， 都是中国公共关系
领域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在分论坛上， 参与演讲和对话的嘉宾表
示，当前传播环境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媒
体的迅猛发展， 让公共关系行业面临重大挑
战，中国公共关系也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在
这样的背景下， 公关传播能否打通营销的边
界，资本市场如何助力公关行业做大做强，政
府如何利用公关手段传播国家形象， 都是公
关从业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相关资料显示，2015 年， 中国公共关系
市场继续快速增长。 根据中国国际公共关系
协会的调查估算，2015 年中国公共关系市场
的年营业规模约为 430 亿元人民币， 年增长
率为 13.2%。 2015 年度中国公共关系服务领

域的前 5 位为汽车、快速消费品、互联网、通
讯、IT。

调查显示， 中国公共关系市场在 “互联
网+”趋势下，数字营销（网络公关、社交媒体
等）业务发展迅猛，与传统营销平分秋色，且
从趋势上看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扩大， 同时行
业与资本市场对接趋势加快， 引发资本市场
的高度关注。 （红宏）

行业相互交错，渠道异常繁多，传播环境正在变化

公关业迎来变革时代

打着“一次性投资、终身打折”等优惠旗号，吸引消费者先付款后消费，之后不久便人去
楼空……类似这样的预付式消费侵权事件屡屡出现，使得消费者成了最大受害者

近日，四川成都的魏先生遇到一件烦心
事。他花了 224 万元买的商铺大门净宽不足
1 米，遇到稍胖点的顾客进出都很困难。

2014 年 8 月 28 日， 魏先生花了 224

万元买下了这个约 41 平方米的商铺。 签合
同时， 他注意到商铺的门挨到该栋楼的电
梯，图纸上只标注了两者总长 3.9米，并未
标注各自的具体尺寸。

“销售说门占三分之二，电梯占三分之
一。 ”魏先生说，他并未多想就交了费用。 没
想到，去年交房时他才发现商铺的门竟然不
足 1 米。 魏先生认为这“小嘴大肚子”的商铺
影响了商业价值，多次与开发商协商，但截
至目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视觉中国 供图

224万元买商铺 门宽仅 70厘米

他是郑州铁路局车务系统中知名的技术
能手和规章达人；他连续多年荣获路局“技术
规章管理先进个人”殊荣，谈起规章制度如数
家珍。他就是郑州铁路局“首席工程师”、洛阳
车务段技术科高级工程师沈景和。

1996 年，沈景和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成
为了一名铁路职工。只要工作需要，他就全力
去干。 为真正搞清楚线路到底能够容纳多少
车辆的问题， 他硬是用皮尺测量了全站的线
路。 1997 年，沈景和在该段技术大赛中脱颖
而出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2000 年被提拔任
职副站长 ，2004 年又调任段安全技术科工
作。 2008 年，沈景和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并顺

利考入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同年被路局
聘为全局首批“首席工程师”。

2013 年，他自主研发出《洛阳车务段行
车技术规章平台》手机 APP 软件，开发了“规
章制度在线答疑系统”，为现场解决各类疑难
问题数百件。 沈景和积累了大量规章管理工
作经验，他撰写的《施工特定行车法应用中存
在问题及解决方案的探讨》 等 4 篇论文在行
业技术管理刊物上发表， 其中一文荣获企业
管理创新成果铁道行业一等奖。 沈景和在
2013年河南省“建功‘十二五’创新竞赛活动”
中被授予“百名职工技术英杰”荣誉称号。

（作建 涛平 震宇）

立足岗位的技术达人

6 月 20 日上午，随着重达 60 吨的首节
钢构件成功起吊、精准就位，标志着东北亚第
一高楼--中建三局东北公司总承包建设的
沈阳宝能环球金融中心 T1 塔楼钢结构施工
全面展开。该塔楼地下 5 层、地上 113 层，高
568 米，总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采用劲性
混凝土核心筒+钢结构巨型外框支撑结构形
式，钢铁总用量达 10 万吨，超过北京“鸟巢”
总用钢量。 （彭勇 任菲 刘明强）

东北亚第一高楼钢结构完成首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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