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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结构性减税成效明显

全省累计为纳税人减负 355.57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李文英 记者马建

敏）去年 5 月 1 日起，建筑业、房地产
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以
下简称四大行业）营改增试点工作全面
推开。一年多来，我省营改增取得明显
结构性减税成效。截至今年 10 月底，
全 省 累 计 为 纳 税 人 减 轻 税 收 负 担
355.57 亿 元 ，有 效 推 动 了 产 业 转 型
升级。

四大行业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开，
进一步打通了增值税链条，从制度上解

决了货物和劳务税制不统一和重复征
税问题。试点一年多来，我省纳税人数
量稳步增加。截至今年 10 月底，我省
四大行业营改增试点纳税人达 40.98
万户，比试点前增长了 48%；全省四大
行业累计新增就业岗位约 31 万个，占
全省同期新增就业岗位的39.47%。

由于我省小规模纳税人户数占试
点纳税人的比重较高，达到 88.57%，
且服务业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
较为宽松，中小服务行业试点纳税人

成为受益最多的群体，这对缓解当前
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十分有利。

全面营改增促进了我省新兴产业
发展，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持续
增长，进一步优化了全省产业结构。省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服
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占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到 41.7%，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达到 61.8%，对经济的拉动在三次产
业中占首位。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为 12.5%，增速和贡献率在服务业
中排第二。

营 改 增 进 一 步 激 发 了“ 大 众 创
业、万众创新”的活力，有力促进了
我省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省四
大行业民营经济企业由试点之初的
24.89 万户增长到现在的 32.19 万户，
增 长 29.33% ，占 四 大 行 业 营 改 增 纳
税人户数的 90.4%。2016 年和 2017
年前三季度，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分
别完成 21583.1 亿元和 17625 亿元。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近
日，省农业厅、省发改委、省林
业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创建工作的意
见》提出，立足区域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通过实
施差异化战略和错位发展，到
2020 年，全省建成 100 个左
右特色鲜明、优势集聚、产业
融合、竞争力强的省级高标准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以下简称

“特优区”）。
意见提出，我省特色农产

品较多，省级特优区建设重点
品种可结合当地特色产业基
础、农业资源禀赋、环境承载
能力和发展潜力等，按照既有

特色又有优势的原则，自行选
择具体创建品种。原则上每
个县（市、区）选择 1 个重点品
种，集中培育，重点打造。

我省还将完善科技支撑
体系、品牌建设体系、市场营
销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推进
省级特优区建设。意见提出，
特优区要强化良种培育，完善
标准体系，强化科技推广，做
到按标准生产。加强科技示
范，培树特色产业示范农户和
基地，带动农户掌握和应用新
技术。

支持特优区开展绿色食
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认
证。建立区域公用品牌授权
使用机制，指导特优区内各类
生产经营主体注册商品商标，
通过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商
品商标并行使用，在区域内形
成既相互合作又正当竞争的
发展氛围。

本报讯（记者刘清波 通讯员王
宏）100 天时间内，省会各院团共演出
了 261 场，同比翻了一番还要多；省会
各院团场均上座率达 83%以上，同样
是翻了一番还要多⋯⋯作为文化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性举措，今年
我省推出的文化惠民卡，正在给省会文
化演出市场注入新动能，带来新活力。

文化惠民卡，是我省今年 7 月开始
面向省会市民发行的一种实名制会员
卡，全称是“省会文化惠民卡”。每张卡
内的额度为500元，其中市民需自己充
值100元，财政资金补贴400元。文化
惠民卡首次发行 3 万余张，卡内金额可
用于购买省、市 13 家直属文艺院团和
省、市演艺集团组织的各类演出活动折
扣门票。

财政资金变补贴院团为补贴消费
者，是文化惠民卡最显著的亮点。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财政投入
力度，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显提高。
但总体看，财政资金主要是向文化产
品提供者也就是文艺院团给予资金支
持，向消费端发力不足，消费主体可

选择性不强、参与度不高，文艺院团
演出和创造的潜能挖掘不够深。从某
种意义上看，这也抑制了我省文化消
费水平的提高。

“文化惠民卡实现了财政投入方式
的重大创新，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消费
将资金补贴到消费端，变补贴院团为
补贴消费者。”省财政厅教科文处副处
长吴会香表示，财政投入方式的转
变，一方面改变了以往观众被动接受
的模式，观众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

“买单”，这赋予了群众公共文化消费
自主选择权和评价权，另一方面也倒
逼各个院团必须以观众需求为导向推
出优秀演出作品。

作为一名话剧迷，省会市民张歆蕊
说：“现在，谁的演出对我口味，谁的演
出精彩，我就去看谁的演出。”

观众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带来的是
院团由向财政“要钱花”转变为向市场

“挣钱花”，也推动财政资金由“养人”向
“养事”转变。

省文化厅副巡视员梁扉介绍，文化
惠民卡的推出，促使各院团改变“我演

你看”的传统观念，不断加大创排力度、
提高剧目质量，积极面向市场、面向观
众创作生产更多更优秀的文艺作品，逐
步实现由“院团送演出”到“观众点演
出”的转变，在市场大潮洗礼和观众点
赞吐槽中脱颖而出、竞相发展。这种市
场竞争良性机制的形成，使院团在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有效
地开拓了演出市场，增加了演出收入，
提高了经济效益。

以前，石家庄市演艺集团每年在石
家庄市区的演出有 100 场左右。文化
惠民卡推出后，该集团三个多月内就演
出了 100 多场。“集团内各院团排演热
情高涨，现在包括评剧《豆汁记》、京剧

《秦香莲》等在内的多个剧目都在紧张
排练中。艺术家们还在发掘丝弦《十五
贯》等传统剧目，为的是分演出市场一
杯羹。”石家庄市演艺集团负责人杜学
瑜表示。

此前较为沉寂的省会文化演出市
场 ，正 在 被 一 张 小 小 的 文 化 惠 民 卡
激活。

河北演艺集团总经理袁桂岐介绍，

据统计，目前在省会各院团的演出中，
持文化惠民卡消费的观众占观众总数
的 95% 以 上 ，其 中 以 中 青 年 观 众 为
主。一大批新观众在优秀剧目的吸引
下开始走进剧场。原来省会各院团场
均上座率只有 40%左右，文化惠民卡
推出后，各院团场均上座率达到 83%
以上，同比翻了一番还要多。

财政资金变补贴院团为补贴消费
者，也让广大观众能用较低的成本欣赏
到高质量的演出。“文化惠民卡大大降
低了普通百姓欣赏高雅艺术的门槛，让
普 通 市 民 也 能 经 常 享 受 到‘ 文 化 大
餐’。”省会市民王珊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
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
富的精神食粮。这激励我们把握文化
创新脉动，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优化支
出结构，创新支出方式，激发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丰富拓展文化产品的有
效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要。”省财政厅教科文处处长杨宗华
表示。

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资金变补贴院团为补贴消费者

文化惠民卡激活省会演出市场

本报讯 （记者陈宝云）
记者从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在
承德召开的全省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现场会
上获悉，我省将在2019年全
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到2021年底基本完成。

据 介 绍 ， 经 过 多 年 积
累，我省农村积累了大量集
体资产。目前，我省农村集
体可以价值计量的账面资产
总量达 880 多亿元 （不含集
体企业）。没有进行价值计量
的，以土地为主的集体所有
的荒地、林地、园地、闲散
地等资源性资产数量庞大，
仅集体建设用地就在4000万
亩以上。长期以来，这些由
村 集 体 统 一 经 营 的 资 产 资
源，由于底数不清、产权关
系模糊、主体缺位、经营机
制不活，不仅增值乏力，而
且流失问题十分普遍。

为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我省确定了一
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
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
农业部、中央农办今年新确
定的 4 个试点县；另一类是
省里确定的 11 个试点县。试
点 完 成 期 限 统 一 为 2018
年底。

我省把推进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作为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和全面深化农
村改革的紧迫任务。在推进
过程中，将突出抓好清产核
资、科学界定成员身份、有
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
制改革、积极推进集体资源
性资产股份合作、探索赋予
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等五
个关键环节，把握好明确试
点 目 标 、 细 化 改 革 试 点 任
务、应用好改革试点成果三
个重点。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省
政府新闻办 12 月 12 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缺陷产
品召回工作相关情况。省质
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以来，省质监局组织对全省
219 家汽车经销企业和 4S 店
进行了召回监督，召回缺陷汽
车涉及 1.2 万辆；组织对全省
40 家消费品生产企业开展缺
陷调查，督促 27 家企业实施
缺陷产品召回 33 批次，涉及
儿童玩具、童车、儿童座椅产
品2.15万件。

缺陷产品召回是指产品
的生产者（包括进口商）对存
在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缺
陷产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
患的活动。缺陷产品召回制
度是企业主动实施和政府监
督管理相结合的一项新的产
品质量监管制度。目前，我国
缺陷产品召回的范围已经从
汽车产品扩大到儿童玩具和
消费品。

我省实施召回的 33 批次
缺陷产品存在的缺陷主要表

现为：儿童自行车和三轮车
等童车产品的危险夹缝、活
动部件间的间隙等项目不符
合安全标准要求；儿童服装
类产品的 pH 值、耐湿摩擦
色 牢 度 不 符 合 安 全 标 准 要
求；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绳带
过长；学生用品中的美术用
品、修正制品、胶水制品等
产 品 的 苯 、 游 离 甲 醛 等 超
标；儿童安全座椅的警示标
识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据介绍，今后我省将加强
童车、儿童玩具、儿童用品和
家具、装修材料、日化品等消
费品的市场购样、抽检工作，
收集分析相关缺陷信息，开展
缺陷调查，大力推进缺陷消费
品召回工作。

日前，平乡县亚朗儿童玩
具有限公司向省质监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决定自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2 月 20
日，召回 2017 年 6 月 15 日至
2017年8月20日生产的酷兮
兮 YL-588 儿童三轮车，受影
响的产品为510辆。

我省 2019 年全面推开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2016年以来

我省监督企业召回
缺陷产品33批次

全省将建100个左右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第四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将在石家庄启动
这是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首次走出北京

本报讯 （记者张镜） 从国家体育
总局第四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新闻发布
会获悉，12 月 16 日，第四届全国大
众冰雪季启动仪式将在河北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冰球馆举行，这将是全国大
众冰雪季启动仪式首次走出北京。全
国十余个省、市、自治区将同时启动
冰雪季活动，冰雪运动将在中国东南
西北遥相呼应，“北冰南展西扩东
进”初见成果。

2014年12月，为营造申办2022
年冬奥会的浓厚氛围，以“助力申
奥，燃情冰雪，同心共筑中国梦”为
主题的首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活动应运
而生。3 年来，“全国大众冰雪季”
活动吸引了数千万群众的广泛参与，
已成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广
普及冰雪运动的品牌活动，被列入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今年全国大众冰雪季活动辐射面

较以往更广，参与人员更多，形式更
为多样。活动得到北京、河北、山
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上海、山东、湖南、贵州、青海在内
的多个省、市、自治区积极响应。各
地将广泛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
性冰雪活动，预计今冬全国将举办
上千场次大众冰雪活动。此外，国
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中心专门组织
举办近 20 场大众冰雪赛事活动，以

此 带 动 全 国 群 众 性 冰 雪 活 动 的 开
展，其中在我省举办的大众冰雪赛
事就多达5场。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我省冰
雪活动已由张家口、承德迅速向全省
各地覆盖延伸，并由冬春两季向四季

拓展，已经打造了一些全省互动、联
合京津、辐射全国的标志性品牌冰雪
活动。作为全国大众冰雪季的重要组
成部分，2017—2018“健康河北 欢乐
冰雪”河北雪季系列活动已于 12 月
9 日在保定市易县狼牙山滑雪场正式

启动。与前两届雪季系列活动相比，
本届活动在参与体验性、表演观赏
性、青少年普及性、科学指导性四个
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总体规模、
项目种类、参与人群、覆盖范围等均
超往届。

本报讯 （记者张晶） 从省体育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获悉，不包括冰球
等集体项目，我省共有 25 名运动员
入选冬季项目国家队，其中雪车运动
员李纯键、钢架雪车运动员龙呈凤正
随国家队参加国际雪车联合会的分站
比赛，全力冲击 2018 年平昌冬奥会
参赛资格。

“2017 年，我省冬季项目通过反
季节训练新增单板滑雪大跳台、女子
冰球、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越
野滑雪、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五支冬季
项目运动队，目前冬季项目运动队已
达 13 支 ， 开 展 了 56 个 小 项 的 训
练。”省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刘晓马介绍说，今年我省为不断拓
宽选材视野，省体育局联合省财政
厅、省人社厅出台了 《河北省冬季项

目 跨 项 跨 界 选 材 实 施 办 法 （试
行）》，从武术、体操、跳水、轮滑
等夏季优势项目中，选拔出 98 名运
动员转项从事冬季项目。目前，我省
冬季项目运动员全国注册572人，比
去年增加300人，其中省队167人。

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发展
战略，全面提升训练水平。“我们聘
请了美国教练马可·马里奥执教男子
冰球队、山姆·哈伯特执教单板滑雪
队。接下来，我们将聘请更多国际顶
级教练员来我省执教，用国际最先进
的 训 练 技 术 方 法 快 速 提 升 竞 技 水
平。”刘晓马说，他们还组织单板滑
雪队赴新西兰、速度滑冰队赴加拿
大、高山滑雪队赴黑龙江进行强化训
练，队员的比赛成绩和技战术水平都
有了大幅提升。上个雪季，我省冬季

项目运动员获得 10 金 14 银 8 铜的成
绩。本雪季，在已进行的比赛中，我
省获得 2 金 2 银 4 铜 20 个前八名的好
成绩。

近年来，省体育局与相关部门研
究出台了 《河北省体育局冬季项目后
备人才培养扶持管理办法 （试行）》

《河北省冬季项目后备人才基地认定
管理办法 （试行）》《河北省冬季项
目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 和 《河北省冬季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
积极推进梯队建设，培养冬季项目后
备人才。刘晓马说：“未来我们将继
续抓好宣化二中、承德体校等 6 个省
级冬季项目后备人才基地建设，加
大对冬季项目俱乐部、传统校的扶
持力度。”

我省25人入选冬季项目国家队

□记者 陈 华

脚踩轮滑、手持球棍、快速滑行、
挥杆射门⋯⋯12月 11日 18时许，在
河北传媒学院的综合训练馆里，一群

“盔甲战士”正在球场上追逐。他们是
我省高校中唯一一支以单排轮滑球作
为主项的轮滑训练队伍——河北传媒
学院“缔造者”单排轮滑球队。

“缔造者”单排轮滑球队成立于
2014年 11月，现有队员50多名。这
支轮滑球队成立时间虽不长，却成绩
颇佳：在第十三届全运会上分别同北
京冰峰俱乐部、河北省女子冰球队联
合组队在轮滑冰球赛中获得男子组第
三名、女子组第五名；2017年美洲狮
杯北京市轮滑冰球公开赛获 B 组
季军。

“单排轮滑球即陆地冰球，是冰球
运动的一个辅助项目，比赛规则与冰
球大致相同。装备方面，陆地冰球运

动员需要脚踩轮滑鞋，冰球则需要踩
冰刀。”综合训练馆里，该队教练刘艳
新边介绍边展示着各种动作技巧。

轮滑球运动在国内开展的时间不
长，在我省的普及率还不高，但今年全
运会第一次设置了轮滑冰球项目，为
这项运动的普及发展带来契机。刘艳
新是在2011年的一次中国轮滑教练
员培训会上接触到轮滑球，出于喜爱，
他自学考取了中国轮滑协会国家级教
练员证书。2014 年，在学校的支持
下，他组建了“缔造者”单排轮滑球队。

“我们一般一周利用课余时间训
练三次，每次三个小时。赛前准备训

练期，则每周练习4-5次。”刘艳新说，
从第一次穿轮滑鞋站不起来，到自如
滑行、挥杆击球，直至在各大比赛中崭
露头角，这项运动训练虽然艰苦，但带
给孩子们很多快乐，也让他们颇有成
就感。

“面对强敌，即使只有一分钟，我
们也要拼到最后。”男队队长、大四学
生孙长宇介绍说，今年 5 月举行的
2017年美洲狮杯北京市轮滑冰球公
开赛上，他们对阵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老铁队。面对曾经一场赢过他们20
个球的强敌，在第一节落后一分的情
况下，他们积极应战，奋起直追，终于

在比赛的最后两三分钟里将比分
扳平。

轮滑球也让这些队员们成了一些
滑雪、滑冰培训机构的“香饽饽”。孙
长宇已是省会一家轮滑培训机构的教
练。来自沧州黄骅的大四女生董筱涵
告诉记者，有好几家冰雪俱乐部邀请
她去做教练。董筱涵曾在今年全运会
轮滑冰球决赛中以独中三元的完美发
挥，助力河北队大比分战胜了黑龙江
贝朗队。谈到对未来的期待，她兴奋
地说：“2022年冬奥会即将在家门口
举办，我的梦想是代表国家队征战冬
奥会！”

河北传媒学院“缔造者”单排轮滑球队

小小轮滑球 承载大梦想

近日，邯郸市肥乡区远达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的工人正安装
调试雾炮降尘车、扫地车。

近年来，肥乡区力促本土企业转型升级，对接京津开展招商
引资，以远达车辆、四达电机等一批高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为引
领，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实现年产值80亿元。

记者 杜柏桦 通讯员 李耀彩摄

肥乡力促本土企业转型升级

原 则 上 每 个 县
（市、区）选择1个
重点品种，集中
培育，重点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