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021年9月28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杨倩 视觉编辑：韩永辉 邢 台

社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050013 总编室：0311—67563100 广告发布编号：13010020170004 河北日报广告业务部：0311—67563302 67563303 2021年度定价：536元 印刷：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截至目前，全县364个村集体
经济收入全部达到 5万元以
上，其中180个村达到10万元
以上，104个村达到 30万元
以上。3个乡镇被评为“淘宝
镇”，15个村被评为“淘宝村”

宁晋实施产业兴村强镇战略，推进“一产接二连三”融合发展

特色小镇撑起乡村振兴“四梁八柱”
河北日报记者 黄清标 通讯员 李三虎

金秋时节，走在宁晋县纪昌庄乡数公
里长的银杏时光隧道里，路两旁正逐渐变
黄的银杏树叶在阳光下分外漂亮。“这里
还有银杏制药、乡村旅游、农耕体验馆、
银杏博物馆、中药药膳餐厅等，都是特色
富民项目。”讲理村村民王大叔放下手中
的活介绍说，他家有 10 亩地流转给银杏
特色小镇项目，他在这儿打工每月挣
2000多元，收入比过去强多了。

换马店蔬菜小镇、唐邱梨果小镇、河
渠饼干小镇……如今，一个个特色产业小
镇在宁晋大地发展成型。宁晋县委书记王
涛说：“今年以来，我们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乡村振兴工作部署和‘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20字总要求，实施3年攻坚行动，着
力构建乡村振兴‘四梁八柱’，努力让产
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

打造产业兴旺“新优势”

日前，雨佳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研发
的富硒梨果产品获得了“富硒产品认证证
书”，认证面积 600 亩，产量达 2000 吨。
产品一经上市，吸引了大批商户前来洽
谈，香港一客商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订
单式收购200亩富硒梨果。合作社负责人
霍林峰说：“按单价3.2元计算，亩均产值
达1.8万元。”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石。宁晋县
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梨产业
十强县”“全国奶牛生产五十强县”“全国
食品工业强县”，产业优势明显。按照

“千斤粮、万元钱”要求，该县着力调整
农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形成了粮
食深加工、畜禽养殖、优质梨果、食用菌
四大特色产业。新发展 3200 亩羊肚菌，
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羊肚菌人工培育基
地，亩均收入 4 万元以上。今年 1-8 月
份，全县新增“万元钱”7.2 万亩，全年
计划新增“万元钱”种植模式面积 10
万亩。

紧扣产业兴旺，实施产业兴村强镇战
略，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全力打造电线电缆、纺织
服装、农业机械、水工制造、工笔画等产
业集群，形成一批产业小镇。贾家口电缆
小镇产值达200余亿元，是中国四大电缆
生产基地之一，电线电缆总产值占到华北
地区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同时，该县大力
发展电子商务，3 个乡镇被评为“淘宝
镇”，15 个村被评为“淘宝村”，拓宽了
农民增收渠道。

同时，宁晋县推进“一产接二连三”
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农业旅游
和生态旅游项目等农村第三产业，建成泥
坑酒文化产业园、童泰文化产业园、黄儿
营西村红色文化园 3 个国家 3A 级景区。
黄儿营西村红色文化园日接待游客 1.1万
人次，日均收入 20 余万元。讲理村银杏
观光园、米家庄毅昂牧业现代农业示范园
等一批乡村旅游景点正在着力打造中。

宁晋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闫爱娟介
绍，今年将找准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再

建几个特而强的主题小镇，加快要素聚集
和生态创新，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的融合
发展，打造品牌特色小镇。

走出农民增收“新路径”

时下正是葡萄上市的季节，四芝兰镇
北孟家庄村耿立卫的多汇果果蔬种植专业
合作社吸引众多客户前来采购。看到一箱
箱葡萄卖上了好价钱，耿立卫笑了：“这
一串串葡萄就像‘摇钱树’，‘串’起了我
们的幸福生活。”

今年以来，该县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
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多渠道促进农
民增收，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85 元，同比增长 13.2%，预计全年达
到19356元。

创新生产经营模式。该县探索实施
“农户+村级组织+农业公司+专业合作
社”的“四位一体”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入选了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以
此为契机，该县持续扩大土地流转面积，
目 前 共 流 转 土 地 30.6 万 亩 ， 流 转 率
32.3%，年底前力争新增土地流转3万亩。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坚持把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
农业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力军，
逐步提高农业现代化、组织化程度。目
前，宁晋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1409 家，
新型经营主体村级覆盖率达 100%，今年
省级示范社新增3家。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制定激活闲置资
源、专项税款返还等 20 项扶持政策，探
索资源入股、土地占补平衡等 20 种增收
路径，激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动能，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全县364个村
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5万元以上，其中
180 个村达到 10 万元以上，104 个村达到
30万元以上。

实现人文环境“新提升”

大陆村镇陈家庄村，每家每户门前都
摆放着垃圾分类桶，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村
民的自觉行动。“我们在 6 个村庄推行农
村垃圾分类试点的基础上，今年在镇辖
24 个村全面铺开，建立垃圾分类处置
站，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日产日
清，完善城乡一体生活垃圾处理体系。”
镇党委书记王军辉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该县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打造空间优化布局美、生

态宜居环境美的乡村振兴示范区。巩固
“厕所革命”成果，在 3 年完成全域旱厕
改造9938座和卫厕提升68633座的任务基
础上，今年以农村公共厕所作为建设重
点，彻底解决“出口”问题；垃圾治理常
态常效，加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推进，目
前已实现一条线路正式并网发电，“村收
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处理
模式进一步巩固；创建美丽宜居乡村，以
村容村貌美、服务设施美、生态环境美、
富民产业美、社会和谐美“五美”为标
准，加快推进宜居乡村创建工作，谋划打
造 15 个省级美丽乡村、38 个市级美丽
乡村。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宁晋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苏运亮

说：“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灵魂之所
在。文明浸润乡土，文化滋养乡
情。宁晋的文明乡风，如春风化
雨，润物细无声。”

抓导向。今年以来，该县深入实
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开展核心价值观

“六进”活动，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家
庭、文明校园、星级文明户等创建活动，
举办了“因爱而生”家庭助育公益讲座3
场、家庭教育宣讲6场、美丽庭院文化宣
讲21场。

抓阵地。通过新建、改造、置换等
方法，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18 个乡镇、364
个村实现文化活动场所、健身器材“镇
镇有”“村村有”。打造了 26 个乡村文明

“标榜村”，组织开展两次观摩会，树立
知差距、有目标、学榜样理念，推进全
县乡风文明阵地建设。

抓培育。组织开展“新乡贤”评选
活动，聚焦乡村致富带头人、公益慈善
人士、优秀基层党员干部等，评选当代
乡贤先进典型。巩固农村“两会一约一
榜”制度，积极引导移风易俗，倡导喜
事新办、厚养薄葬、勤俭节约、文明理
事的社会新风尚。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谢晓
英、武征）位于南宫市的金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受疫情及市场影响，一度出现资金紧
张问题，南宫市税务局根据该公司税收数据

“把脉问诊”，发现能够享受增值税增量留抵
退税政策，于是第一时间提供“一对一”精细
服务。“我们享受到了留抵退税额 205.7 万
元，解了燃眉之急，这个税收优惠‘政策包’
真及时！”该公司财务人员左桂平说。

今年以来，邢台市税务部门紧盯纳税人
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推出“一户一策、一策
三包”服务，通过“邢税桥”“智推政策”线上

小助手等渠道，向纳税人缴费人推送政策
包、个性包、风险包“三包”，为辖区企业提供
精细化服务。

据了解，左桂平提到的“政策包”由“产
业概况”“主要税费政策”“税政专家顾问服
务指引”等子包构成，该市税务部门组成专
家团队，综合分析企业的行业类别、规模层
级、经营特点和纳税情况，收集企业涉税需
求，汇总编制生产经营、业务流程中涉税业
务和税收政策，根据税收政策最新变化实行
动态服务，及时推送最新政策，助力纳税人
缴费人精准享受政策红利。

同时，该市税务部门深入企业开展个性
化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包”。邢台经
济开发区税务局开展的一次企业问题调研
中，收集到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钢邢机”）关于土地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新厂区政府支持资金可否作为不
征税收入处理等5方面10个问题，随即对该

公司政策性搬迁相关涉税问题进行了现场
解答。

“税务部门的专业解答，给我们实施‘搬
迁改造产业升级’项目提供了很大帮助。”中
钢邢机财务人员李娟说。

据介绍，中钢邢机“搬迁改造产业升级”
项目是我省重点工程项目，也是邢台市迄今
为止最大规模的“退市进园”搬迁项目。目
前，搬迁改造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推进。

邢台市税务局提供的“个性包”，主要包
括企业相关税费政策、办税流程解析等，针
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企业整体
搬迁、资产重组、股权转让、跨境投资、涉足
新经营领域、扩大经营范围等偶发性或特定
重大税务事项，梳理总结相关税费政策并提
供解读服务。

前不久，在宁晋童泰婴幼儿服饰有限公
司，该县税务人员对其劳动合同签订、社会
保险缴纳等情况进行详细核查，发现在企业

招录脱贫人员和失业人员扣减增值税政策
上可能存在风险。详细梳理归纳政策要点
后，税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业务骨干通过事
前风险应对，帮助企业防患于未然。

这是该市税务部门为企业提供“风险
包”服务的事例。“风险包”既包括税收风险
疑点类型、疑点描述、疑点数据、政策依据、
相关整改提示，还包括典型涉税违法案例介
绍等。税收风险管理部门认真研究行业风
险特征，梳理行业现行税费政策，分析行业
共性风险点，帮助纳税人分析事前、事中、事
后涉税风险及影响，编写行业涉税风险点应
对指引，根据每户企业的具体情况，汇编形
成“风险包”，帮助企业正确理解政策法规，
及时把苗头性违法行为化解在萌芽状态。

另外，邢台市税务局还出台了惠企便民
服务“十条措施”，推出线下办税“一厅五点
便利办”、线上办税“远程问办”等一系列举
措，切实为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办好
事，为服务市场主体发展、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截至目前，邢台市税务部门累计推送
“政策包”21216户次，推送“个性包”4094户
次，共帮助 5548 家企业防范化解涉税风险
6374条，先后制定零售、建筑、房地产开发、
轴承制造等行业性涉税风险解决方案 26
个，有力有效助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邢台市税务部门以精细化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一户一策、一策三包”解企业急难愁盼
截至目前，邢台市税务部门累
计推送“政策包”21216户次，
推送“个性包”4094户次，共
帮助 5548家企业防范化解
涉税风险6374条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从近日邢台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
会上了解到，围绕“今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50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 500家以上”这一年度目标，该市着力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实施三大工程。截
至8月份，该市通过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备案的企业为658家，
122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评审。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工程。围绕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相继出台了《邢台市众创空间认定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截
至目前，全市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累计运行 298家，其中，国家备
案众创空间（星创天地）14 家、省级备案众创空间（星创天地）74
家。成功孵化出机器人、3D打印、“互联网+”、节能环保等新兴产
业领域的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后备培育工程。对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研发经费归集等方面培训。针对各县（市、
区）产业发展特色，开展县域集中培训18次。针对企业特点，调研
走访对接企业“一对一”辅导，引导企业创新发展。目前，培训企业
300 余家，“一对一”辅导企业近 200 家。对非财政直管县 2020 年
新认定的20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家给予10万元后补助资金支持。

实施科技领军企业助推工程。今年，邢台市遴选了11家体量
规模大、创新水平高、行业带动强的领军后备企业，着手建立动态
培育库，为后备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全方位、全链条的科技服务。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增658家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韩伟）今年以来，邢台市完成人
工造林35.97万亩，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同时，启动国际森林城市
创建工作两年来，已取得明显成效，打造了信都万亩“七彩太行”、临
城和内丘万亩酸枣基地、巨鹿千亩金银花特色基地、开发区果树机
械化示范园等一大批成规模、高标准、有特色的绿化亮点工程。

今年以来，邢台及时调整造林重点和布局，科学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行动。主要体现“四个转移”：造林重点由平原区向浅山丘
陵区转移。继续大力推广“郝氏造林法”，完成浅山丘陵区生态林
造林6.03万亩。信都区谋划实施了25个千亩以上片林，开展生态
修复，着力打造“七彩太行”。由成方连片造林向村庄绿化、四旁植
树等转移。实施以街道、庭院、隙地以及乡村道路为重点的村庄绿
化，完成村庄绿化造林9.91万亩，新增农田林网造林5.32万亩，更
新改造廊道绿化2.35万亩。由规模化造林向裸露地、荒沙地等闲
散地块转移。大力开展市区周边、城乡接合部、河渠沿岸、废弃地
等裸露地绿化美化治理，完成造林3.48万亩。由单纯绿化美化向
打造绿色富民产业转移。坚持增绿与增收相结合，因地制宜推进
果树、药用林、油用林等高效经济林种植。全市新发展酸枣、金银
花、葡萄、梨等特色经济林种植7.19万亩，夯实了群众增收基础。

今年人工造林超额
完成省下达任务
已完成人工造林35.97万亩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赵志广）为促使城管一线执法队伍从实、从
细抓好市容市貌管理工作，邢台市城管局日前设立“红黑榜”，对主
城区32支城管执法中队辖区街道管理情况进行考核排名，前5名上

“红榜”，后5名上“黑榜”，连续3次进入“黑榜”的中队要予以问责。
据介绍，考核采取执法中队负责人述职和实地巡查检查的方式

进行，并结合日常12319城管热线、市政府政务服务热线和“问政邢
台”网络平台等渠道群众反映、投诉问题解决处理情况，对32支执
法中队逐项进行打分排名。市城管局督导组按照相关考核方案实地
督查考核，对发现的违规占道经营、违规设立牌匾、车辆便道违章停
放等具体问题，逐一拍照记录，第一时间发布工作微信群，责令各属
地中队负责人主动认领，及时反馈，限时办结，并确保问题整改到
位。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建立健全长效化管理问责机制，督促
问题整改不留死角，确保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市城管局设立街道
管理情况“红黑榜”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海毅）9月15日，邢台日报社回访人员
把轮椅送到宋建昌手中时，他全家都非常感动。新河县八里庄村
宋建昌的爱人因早年得过脑膜炎，行走不便。邢台日报社走访人
员注意到他家长期使用的一辆轮椅前轮损坏，只用一块木头来支
撑平衡，便特意准备了一辆新轮椅。

这是邢台日报社帮受访家庭实现“微心愿”的一个缩影。此前，
该社在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开展“访万家帮万企解万难”活动中了解
到，大部分家庭虽已成功脱贫，但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于是逐一登记受访家庭的“微心愿”，建立了工作台账，定期沟通、
密切联系，用心点亮受访家庭“微心愿”。走访人员得知新河县仁让
里村村民冯英泽喜欢钓鱼，希望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渔具。他们将
老人的“微心愿”记下后，自费购买了一套操作简易的渔具赠予老
人。该村还有9户人家在邢台日报社的关怀下实现了“微心愿”。

邢台日报社开展“访万家帮万企解万难”活动

用心点亮受访家庭“微心愿”

为进一步增强
中小学生识毒、防
毒、拒毒的意识和
能力，日前，威县侯
贯镇政府联合派出
所民警深入辖区学
校，开展禁毒“说
法”进校园宣传。
这是民警在润成小
学给学生们讲解禁
毒知识。

河北日报通讯员
赵国华摄

▶近日，位于宁晋县的邢台鑫晖铜
业特种线材有限公司工人在加工高速铁
路专用线缆。该县拥有电线电缆生产企
业1027家，规上工业企业160家，从业人
员3万余人。该县鼓励引导电线电缆企
业大力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打造电线
电缆行业升级版，引领行业新标杆，助力
高质量发展。

▼9 月 23 日，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
节活动现场，宁晋县源远种植专业合作
社工作人员在展示他们种植的梨果。

本组图片均由河北日报记者赵永辉摄

▲近日，宁晋县换马店镇藏庄村群
众在小游园里休闲娱乐。该县在美丽
乡村建设中，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村内
闲置宅基地，拆除破旧房屋等，建设各
具特色的小游园、小果园、小菜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