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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推出10条举措保障重点项目用地

土地紧跟项目 企业用地不愁

到6月份

全市将为企业减免社保费7.51亿元
到3月底

全市减免税款9.1亿元助复产促发展

今年将改造提升
134个老旧小区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宝云 通讯员
孙敬遥）“没想到仅用一天时间，就拿到
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这为项目6月份
如期开工提供了保障。”4月22日，承德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负责人任自忠表
示，中心建成后，将为提升承德农产品产
量、品质、效益提供坚强科技支撑。

土地紧跟项目，企业用地不愁。为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力服务，
主动作为，及时推出了提前介入合理选
址、保障重点项目用地、支持设施农业用
地、创新用地方式、地价优惠、产业支持、
延缴土地出让金、缩短审批时限、开辟绿
色通道、加强监管等 10 条防控期间保障
推进重点项目用地举措，全方位支持服
务企业复工复产。

据介绍，承德市提出重点项目报批条
件成熟的，可提前预支使用 2020 年计划
指标。对用地规模较大需分期建设的重点
项目，可按整体规划、分期实施、层层推进
的原则，分期分批提供建设用地。鼓励采
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多种
供地方式，减少占地规模，缩短占地年期，
降低企业用地成本。鼓励开发区、产业集
聚区规划建设多层标准化厂房、科技企业
孵化器，积极引导项目通过租赁或购买高
标准厂房的方式进行生产，降低企业成
本，缩短投产、见效、收益周期。

符合旅游项目中属于自然景观用地
及农牧渔业种植、养殖用地等6种条件，可
不办理转用、征收手续，按照原地类认定。
传统工业企业转为先进制造业企业，以及
利用存量房产进行制造业与文化创意、科

技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可实行继续按原用
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
策，以5年为限。对省（区、市）确定的优先
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民营企业工业项
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
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标准的70%执行。以
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民营企
业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
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工业用地
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

对受疫情影响导致资金困难、无法
按期完成土地出让金缴纳的企业，经市
县政府批准后可延期缴纳，最长不超过6
个月。新出让的地块市县可不低于出让
底价的20%适当降低保证金比例，成交后
用地单位应在 1 个月内缴纳出让价款
50%的首付款，余款可在一年内缴清，并

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利息。
对重点项目用地实行提前介入，做

好前期服务。同时，按照“承德办事一次
成”改革的要求改进行政审批方式。设定

“综合受理窗口”，实施一表申请，一次性
收取所需全部材料，一次性录入全部信
息；取消不必要环节减少重复审核，对申
请材料齐全的3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
抵押登记进行网上审核，实现“不见面”
审批。支持企业以不动产抵押物余额再
次抵押，依法办理不动产余额顺位抵押
登记，助推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对于符合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用地报批要件成熟的，加快组卷、审批，
县级组卷时间不得超过2个月，市级审查
不得超过9个工作日。强化建设用地供后
监管，加大土地供后监管力度。

□河北日报记者 尉迟国利
通讯员 咸力东

今年以来，承德市纪委监委
驻承德县三沟镇上二道河子村、
下二道河子村两个贫困村工作
队，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战疫与战贫两手抓两不误，不断
巩固脱贫成果，确保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农历正月初十，驻村工作队按
照省统一部署返岗工作。

为了打消群众疑虑，引导大
家自觉配合疫情防控，驻村工作
队及时把做好疫情宣传作为重
点，每天通过村广播向村民宣传
防疫知识，发布官方抗疫进展成
效，辟谣不实信息，利用广播、短
信、微信等向村民发起防控疫情
倡议。

同时，驻村工作队与村“两
委”班子密切配合，联系协调村

“两委”干部，迅速完成两村 604
户 2200余人的核查登记工作，摸
排外地返乡人员，及时排查出武
汉和山东返乡人员各 1 户，并进
行居家隔离观察。

管好自己的人，守好自己的
门。驻村工作队队员和党员共 52
人参与定点值守，做好过往车辆
行人信息登记和体温测量，带头组织党员捐款8600元用
于支持防疫工作。为了保障村民日常生活所需，开设热线
电话，了解农户尤其是独居老人、低保五保户所需，组织
党员志愿者为群众协调配送各类物资50余次，确保村民
生活安定有序。

“我们雇的都是村里贫困家庭的劳动力，每个棚一茬
可产蔬菜600斤以上，收益3000余元。”在下二道河子村
蔬菜种植园区内，工作人员一边忙一边说。

保持稳定脱贫，产业是关键、就业是根本。
疫情发生以来，驻村工作队及时深入走访上二道河

子村鸿瑞食用菌种植合作社、养牛合作社，下二道河子村
蔬菜种植大棚、果脯场等村内实体企业，指导他们按照规
定做好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工作，帮助解决消毒液、
口罩、体温枪等防疫物资。对用工分散的蔬菜大棚和肉
牛、生猪等养殖合作社，加快恢复正常生产销售；对用工
相对集中的蘑菇棚和果脯场，分人次分时段恢复生产。

组织村“两委”干部，通过电话调查、入户了解等方
式，掌握两村因疫情导致外出务工受阻人员尤其是贫困
家庭成员详细情况，鼓励本村企业优先招录外出务工受
阻人员，协调部分村公益岗位安排贫困家庭劳动力，因人
施策帮助村民尽快实现就业，有效防止因无法就业导致
返贫。

驻下二道河子村第一书记徐哲表示，通过采取有效
的应对措施，目前村内企业和种植养殖合作社生产经营
全部恢复正常，全村脱贫户没有因疫情发生返贫的迹象。

巩固脱贫成果，必须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地到户。上
二道河子村村民王连录由于年龄较大，无法外出打工，家
庭没有了收入来源。驻村工作队多次与其沟通交流，根据
其自身有一定养殖技术的实际情况，帮助谋划了山羊养
殖项目，并积极协助申请金融扶贫小额贷款，让他走上了
致富道路。

“疫情的发生不仅打乱了原有节奏，也给脱贫攻坚工
作带来了新挑战。”驻上二道河子村第一书记孟宪强说，
我们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推进这项工作，确保如期
脱贫。

截至目前，工作队已先后帮助 216 户贫困户申报享
受医疗保险缴费财政全额资助、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等医
疗保障救助政策，帮助 47 户脱贫户子女申报“两免一
补”“三免一助”“雨露计划”等教育优惠政策，帮助3户符
合条件的贫困家庭人员申报享受五保、低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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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宝云）日前，记者从承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今年该市计划对 134个老旧小区
进行改造提升，9638 户居民生活居住环境将旧貌换
新颜。

据介绍，134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计划投资 2.28 亿
元，改造面积 78.06 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已全部完成立
项，23个老旧小区已具备开工条件。按照承德市《2020年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实施方案》，改造内容主要包括外墙保
温、屋顶防水、电力通信管线治理、道路硬化、绿化亮化
等。为顺利推进改造工作，各县（市、区）分别成立工作专
班，按照响应需求、注重实效的原则，广泛征求业主意见，
科学制定方案，将群众反映强烈的项目列入改造范围。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宝云）从承德市
税务局了解到，为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截至3月底，承德税务系
统共减免税款9.1亿元。

为使符合条件的企业应享尽享、应享
快享税收优惠政策，承德市税务局全面梳
理各项税费支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推出
了“切实落实延期缴纳税费规定、切实落实
减免企业税费政策、切实优化纳税服务”
3 个方面10条措施，通过多种方式予以公
布下发，确保纳税人、缴费人应知尽知。

强化大数据分析，建立市县协调联动
分析工作机制，在利用增值税发票等税收
数据按周开展常规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涉
农、电力、采矿、房地产、金融、服务业等 6
个重点行业开展市县联动分析，深度剖析
重点行业企业供求状况和面临的重点问
题，提出应对建议。截至 3月底，承德市税
务局共向市县两级党委政府报送复工复

产分析专报71篇。
以一抓到底的成效创新服务，把“非

接触式”办税作为疫情期间服务纳税人和
缴费人的有力抓手，从 2 月 7 日开始在全
市范围开展发票邮寄服务，实行发票领用

“网上申请、邮寄配送”，实现疫情发票领
用全环节的“非接触式”服务，疫情期间为
纳税信用 A、B、C级纳税人免费邮寄配送
发票，截至3月底，为纳税人办理发票邮寄
业务640笔，累计邮寄发票47657份，其中
372 户纳税信用等级为 A、B、C 级的纳税
人享受到免费邮寄服务。开展“战疫情、促
发展，税务人在行动”系列线上云课堂政
策辅导，确保纳税人和缴费人熟知、熟用
优惠政策。加强退税服务，退税审核流程
全部网上推送，退税资料实行“容缺办
理”，对无疑点企业先行办理，基本实现当
天申报当天审核完毕。截至3月底，累计办
理出口退税3447万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从承德
市人社局获悉，为切实降低疫情影响，
减轻企业负担，承德市积极落实各级关
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决策
部署，加大稳岗返还资金力度，积极开
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切实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据悉，到6月份，全市将为企业
减免社保费7.51亿元。

大力开展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
险费工作。从2月至6月免征中小微企
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单
位缴费部分，从2月至4月对大型企业
等其他参保单位养老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
收。截至目前，承德市已为第一批实
缴 2 月份社保费的 3283 家中小微企业
退费4725万元。

扎实开展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
作。为更大范围地惠及职工，承德市

将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裁员率标准由不高于上年度全省城镇
登记失业率 4.5%，放宽到不高于上年
度 全 国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控 制 目 标
5.5%；对参保职工 30 人 （含） 以下的
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职工总
数的 20%。目前，共分五批次返还
2451 家企业，发放失业保险返还资金
3562.93 万 元 ， 惠 及 企 业 职 工 12.77
万人。

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对
企业职工开展在岗转岗技能培训。依
托承德技师学院、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等职业院校积极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
培训，着力培养企业急需紧缺的中高
级技能人才。据统计，截至3月底，承
德市通过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共为 19 家企业培养 753 人，发放职业
技能提升补贴689.71万元。

日前，承德市区武烈河畔
的美景让游客流连忘返。该市
以解决水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
重点，补齐污水配套管网、污水
处理终端设施等发展短板，严
格管控涉水企业，防止企业污
水超标排放，对重点河流、断面
实施常态化巡查和拉网式排
查，确保水环境质量始终优良。
在河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关于
2020年 1月全省地表水环境
质量达标情况排名的通报》中，
承德市排名首位，获奖 300
万元。

河北日报记者 陈宝云摄

承德县建厂沟村农民李铜自费建抗战纪念馆

“只为人们铭记那段历史”

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组织机关党员干部、
志愿者80余人在四道河村开展义务造林活动。2018年
以来，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项目，丰宁制定实施了国
土绿化三年行动。到2020年底，该县有林地面积将达
到80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60.9%。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海波摄

□河北日报记者 陈宝云

近日，在大山深处的承德县建厂沟
村，雨后阳光穿过云层，洒满山间。山脚下
一处院落里，人头攒动，承德市国防教育
基地授牌仪式正在进行。

人群中一个皮肤黝黑、外表憨厚的汉
子，不时擦拭眼泪。他叫李铜，今年 50 岁，
是位土生土长的庄稼汉。10 年间，他因自
费修建承平宁抗战纪念馆，多了一个“馆
长”头衔。

建厂沟村地处承德县、平泉市、内蒙古
宁城县三地交界处，山高林密，交通闭塞。
抗日战争期间，此地为抗日军民打击日伪
统治提供了天然屏障。一个个口口相传的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自小在李铜心里种
下了红色种子。17岁时，李铜辍学回家，成
了牛倌。“每天到山上放牛，经常可以捡到
子弹壳。有时大雨过后，林子里、土坎上还
能冲出人骨。”李铜说，几经考证，确定这些
遗骸应为抗击日伪军牺牲的烈士遗骸。

1943年5月，经中共第十三地委批准，
承平宁联合县正式成立，所辖冀东军分区
直属第三区队，在建厂沟村一带多次组织
对日伪军的袭击。“山里还有一座野战医
院，因叛徒出卖，损失惨重。”李铜说，根据

《冀东革命史》记载，承平宁联合县成立
时，第三区队、地方游击队和地方干部约
有600多人，到1944年10月，已不足百人。

李铜说：“我一直在想，一定要为死
去的烈士修座纪念碑，只为人们铭记那

段历史。”
2010 年，不惑之年的李铜，虽囊中羞

涩，但为英烈立碑、让精神永存，一直是他
的心愿。

在妻子的支持下，李铜开始悄悄走访
调查，并找到了解那段历史的当地党史专
家撰写纪念碑碑文。

2012 年，当地林场知道他的故事后，
答应无偿提供一处院落。铲草填坑，修窗
补瓦，荒废多年的小院成了承平宁抗战纪
念馆馆址。很快，他拿出家里全部积蓄，花
费2万元，终于完成了修建纪念碑的心愿。

为了让人们更好铭记那段不能忘却
的历史，李铜又采取网上发帖、村村贴公

告、四处寻访等方式，征集承平宁抗战
实物。

几年来，只要听说哪里有抗战实物，
李铜都风雨无阻地赶过去。他的坚持也感
动了家人，八旬老父亲步行3公里，默默到
纪念馆锄草，打扫卫生。两个孩子悄悄省
下买冰棍的钱，支持父亲。

李铜自建抗战纪念馆的事，也得到许
多人的关注和支持。承平宁游击队员王臣
的女儿一次为纪念馆捐款 5 万元；爱心人
士彭兴旺自费 1.5万元为纪念馆安装了监
控设备；承德市长城抗战研究会为纪念馆
整修撰写文稿、布置展牌，使那段历史得
以更好再现……

10 年来，李铜先后花费 20 余万元，建
设纪念馆，现已接待各地参观人员10万多
人次。去年，他又将散落山林间的9位烈士
遗骸集中安葬，以便让后人更好祭奠。

为了更好发挥纪念馆的爱国主义教
育作用，承德市国防教育办公室正式授予
承平宁抗战纪念馆市级国防教育基地称
号，成为承德首个获此称号的个人自建纪
念馆。

近日，承德
县建厂沟村农民
李铜在自费修建
的承平宁抗战纪
念馆为参观者进
行讲解。
河北日报记者

陈宝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