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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外籍

旅客马克在综合服务中心仅用

几分钟就完成了外币兑换和移

动支付绑定。“太方便了！工作

人员用英语详细指导我绑定了

我的卡，等一下我就要去试试手

机扫码支付了。”马克兴奋地说。

聚焦“来深第一站”——机

场、口岸、高铁站等交通枢纽，深

圳已建设5个外籍人员一站式综

合服务中心，融合“支付+文旅+

通信+交通+移民”，为外籍来华

人员提供 24 小时综合服务。目

前，深圳机场共有 6 家外币兑换

点、8台支持外卡取现ATM机和

3 台数币硬钱包终端设备，外卡

受理覆盖率达100%，数币受理覆

盖率近 90%，投放英文、日文、韩

文、中文繁体版支付指南超10万

份，累计接待外籍人员咨询超万

次。

深圳在全国首创移动支付

“外包内用”“外卡内绑”，让境外

来深人员“不见外”。深圳超 4.2

万商户可刷外卡，“外包内用”“外

卡内绑”合计交易笔数、金额同

比分别增长1.7倍、1.5倍；403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46 个

银行网点、36家兑换特许机构可

兑换外币。2025 年 1-6 月外籍

来华人员共消费 8587.54 万笔、

118.1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

35%。其中，港人消费5865.72万

笔、70.3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25%，深港“双向奔赴”加速

形成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深圳加快打造全域支付示范区

推动“卡、码、币、包”路路通

“在收银台就直接拿到了退

税，惊喜！”一名境外旅客在盐田

区大梅沙 8 号仓奥特莱斯购物

后，通过“即买即退”服务现场拿

到了退税款。以购买 5000 元商

品为例，按 9%退税率计算，消费

者可现场节省 450 元现金，实现

“边买边省”的消费闭环。这就

是日前深圳市在盐田区推出的

首个离境退税购物“即买即退”

集中退付点业务。与传统离境

退税需在口岸排队办理相比，新

模式下消费者在店铺收银台付

款后当场即可拿到退税款，大大

提升了效率。

在交通出行领域，深圳推动

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全面支持多

元支付方式。例如创新数币硬钱

包，充分融入已高度成熟的条码

支付生态，大幅拓宽应用场景，并

实现与主流外卡、香港“八达通”

互联互通；推出地铁场景“智能锁

定+延迟扣费”的双模式解决方

案，实现无网无电支付应用落地；

创新手机APP聚合收付款模式。

为解决“找零难”问题，深圳

创新推出“零钱包”，在出租车驿

站、充电站、交通枢纽出租车排

队处等现金使用率较高场景，供

个人、单位随时兑换，为来华支

付提供多项选择。目前，深圳

1800 余个银行网点累计兑换零

钱包超45万个。

深港经贸往来、人员流动

十分频密。人民银行深圳市分

行 不 断 推 动 深 港 跨 境 金 融 合

作，早在 1998 年就开始先行先

试深港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先

后推出深港票据联合结算、深

港外币实时贷记、深港代收付、

深港跨境人民币、深港电子支

票等业务。

今年 6 月，跨境支付通正式

上线，这是内地与香港金融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的又一项重

要创新举措。两地居民只需在

手机银行“跨境支付通”功能模

块，输入电话号码或组合输入户

名和收款账号便可进行跨境汇

款，同时还可根据需要灵活选择

到账币种为人民币或港币

深圳还推出互联互通的微

信香港钱包，并于2024年初获批

将服务从线下扩展到线上，从大

湾区推广至全国。2025 年 1-6

月 交 易 笔 数 、金 额 同 比 增 长

91.9%、64.9%；指导微信支付于

2024 年春节前夕快速落地“简

化”绑卡、“秒级”开户等举措，已

支持 200 余个国家超 195.3 万名

用户免核验身份绑定外卡，并在

路边摊、出租车、商场等各类场

景便捷消费，其中2025年6月末

“简化”绑卡数增至 2024 年 3 月

的近35倍。

据《深圳商报》

这些风险也要注意

多元场景全覆盖 构建便利支付生态

创新跨境支付通 推动深港“双向奔赴”

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45年来以开放
的姿态迎接来自全球的友人和客商。在建设国际化
大都市进程中，深圳通过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场
景覆盖和服务优化等多措并举，全力打造全域支付示
范区，推动“卡、码、币、包”路路通，为建设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夏季，许多人
都选择到海边避暑度假，

赶海在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
时，却也时常暗藏风险。近
日，记者采访了救援、消防、医
疗等部门的专家，听他们

讲解赶海时需要注意
的事项。

赶海欢乐多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赶海安全隐患不得不防

专家介绍，赶海可能遇到的

安全隐患通常涉及以下几类：

——“不知深浅”：不明地形、

不懂潮汐规律被困海中危及安

全。7月上旬，山东青岛西海岸新

区黄岛街道近海，3名赶海者深陷

滩涂淤泥难以脱困。消防员经过

约15分钟的营救，帮助被困人员

成功脱险。记者从青岛市消防救

援支队了解到，3人因对周边环境

不熟，也没有及时关注潮汐时间，

在返程时不慎迷路，加之淤泥过

深导致体力不支无奈报警求助。

——“无畏阳光”：不同程度

晒伤成赶海常见风险。近日，一

名来自湖南的男孩在海边游玩，

在 3 个小时缺乏防护的暴晒后，

皮肤出现大面积红肿、水疱，并伴

随高烧，由母亲带往湖南省儿童

医院就诊，确诊为中重度晒伤。

经综合治疗后，孩子病情已有所

缓解。

——“不防动物”：水母易蜇

伤身体。据了解，辽宁大连某海

滨浴场去年夏季仅一周内就有多

人被蜇伤。青岛市市立医院皮肤

科主任王昌媛表示，水母的触手

上密布含有毒液的刺胞。当人被

蜇伤时，几分钟内就会产生灼热、

瘙痒和剧烈疼痛感。在极端情况

下，伤者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等

危及生命的严重反应。

科学方法必不可少

安全赶海，最重要的是用科

学方法。

“在海边淤泥区，涨潮时随着

海水进入淤泥缝隙，人可能会被

淤泥牢牢‘吸住’腿脚难以脱困。”

青岛红十字搜救队队长李延照

说。他建议，游客们一定要提前

查好自己所在海域的地形和潮汐

时间。如果不会游泳，最好穿戴

救生衣。赶海时尽量多人同行，

出现危险可以互相救助。

针对晒伤等常见问题，则应

加强防晒防护。“出门去海边之

前要提前半小时涂抹防晒指数

高的防水型防晒霜。不仅要涂

面部，而且要涂所有暴露部位。”

王昌媛说，每两个小时要补涂一

次防晒霜，涂之前要把海水轻轻

蘸干再涂。同时，物理防晒也非

常重要。

此外，专家表示，如果游客不

小心被水母蜇伤不要惊慌，应第

一时间做好处置。“千万不能用淡

水冲伤处，因为淡水会让水母扎

进皮肤的刺胞释放更多毒素。”王

昌媛说，游客被蜇伤后，应第一时

间涂用专门的溶液处置。如果条

件不具备，就用干净海水清洗或

用沙滩上的沙子搓。不论用什么

方法，都应尽快就医。

目前，针对水母蜇伤的科研

领域已取得重要突破。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于华华表

示，她带领团队在解析水母毒素

蜇伤因子与揭示蜇伤机制的基础

上，构建了靶向关键毒力酶的抗

毒素化合物筛选方法，研制了水

母蜇伤解毒剂，能够有效缓解红

肿、瘙痒、丘疹等症状。

共建更安全赶海环境

赶海安全不仅是个人的责

任，更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提醒力

度。当前，日照等多座海滨旅游

城市设立“赶海安全示范区”，发

布安全公告。有的地方还通过电

子屏实时显示潮汐信息，并安排

巡逻人员提醒游客注意安全。

网络平台也要加强不良信息

筛查。近日，一则“女网红海边徒

手捡起致命鸡心螺”的消息登上

热搜，阅读量达到几千万。专家

表示，部分社交媒体上的“网红赶

海视频”，为了流量刻意展示冒险

行为，成为许多赶海事故的诱

因。平台应加强审核，对危险行

为进行标注或限流，以防不当效

仿。

同时，需进一步加强应急救

援建设。目前我国沿海一些地区

增强了当地应急救援力量，配备

摩托艇和救生设备，多次成功营

救被困游客。这种民间力量与官

方救援体系的结合，也能大大提

升应急响应效率。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