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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市融媒体中心

“去年公司享受到各类税费减免近 12 万元。我们把这

笔资金投入到食品规模化生产、商品推广宣传和专车配送

等方面，让企业的发展又向前进了一步。”近日，提及税收优

惠带来的利好，嘉峪关市喜利来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董晓莲赞叹连连。

“舌尖经济”一头连着民生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发展。

连日来，嘉峪关市税务部门聚焦食品产业链，组织税务干部

进企业、进车间、进市场，从食品加工生产，到冷链运输仓

储，再到小吃摊点制作销售，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落实

落细“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各项举措，以税惠红利增强经营

主体活力。

同样享受到税收优惠的甘肃中瀚远达冷链物流管理有

限公司是一家专营货物运输、冷链仓储服务的企业，承接着

嘉峪关市各类食品的冷链物流工作。

走进冷链物流园内，工人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电动叉车

将一箱箱水果、冷冻食品、水产品装上货车，准备送往消费

者手中。

“ 公 司 冷 链 物 流 项 目 是 产 业 园 的 核 心 内 容 ，冷 库 总

库容 2300 立方米，开业前期既要忙着基地的建设，又得

顾 着 注 册 登 记 ，幸 好 有 税 务 部 门 主 动 联 系 ，线 上 线 下 对

我 们 开 展 多 次 政 策 宣 传 辅 导 ，详 细 讲 解 了 发 票 申 领 的

相 关 规 定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了 用 票 难 题 。”企 业 财 务 负 责

人 徐 云 云 表 示 ，公 司 计 划 在 冷 链 快 递 、生 鲜 电 商 +冷 链

宅 配 、中 央 厨 房 +食 材 冷 链 配 送 等 新 业 态 模 式 上 发 力 ，

提 升 冷 链 集 成 创 新 能 力 ，争 取 辐 射 嘉 峪 关 市 群 众 的 民

生刚需。

羊 肉 串 、烤 鱿 鱼 、炒 拨 拉 、香 辣 小 龙 虾 、甜 醅 子 奶

茶 、精 酿 鲜 啤 酒 …… 在 嘉 峪 关 中 鹏 嘉 年 华 悦 西 市 步 行

街 三 周 年 活 动 现 场 ，热 气 腾 腾 的 美 食 香 气 四 溢 ，叫 卖

声 、交 谈 声 、音 乐 声 此 起 彼 伏 。 嘉 峪 关 市 税 务 局 工 作 人

员 穿 梭 其 中 ，走 摊 串 户 ，向 商 户 宣 传 小 微 企 业 和 个 体 工

商 户 税 费 优 惠 政 策 ，为 食 客 解 答 个 人 所 得 税 专 项 附 加

扣除填报操作流程。

据了解，嘉峪关市税务局将进一步用心用情服务辖区

企业发展，创新升级服务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确保税

惠红利直达快享，为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助力嘉峪关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朱玲）

嘉峪关市：

税惠政策助力“舌尖经济”

白银区融媒体中心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

一下手里的魔方……”上

午 8 时 30 分，在白银市白

银区人民路街道中心街社

区，放暑假的小学生们正跟

随老师学习玩魔方，感受魔

方的魅力。

“在这里我结识了新

的朋友，大家一起玩、一起

学。”自社区暑假托管班开

班以来，五年级学生高悦

珊每天都会来这里，度过

自己的假期时光。“这里有

我 喜 欢 的 绘 画 和 魔 方 课

程，老师们也非常有耐心，

我感觉很愉快。”

正值暑假，为了让辖区

儿童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白

银区各社区整合多方资源，利

用社区阵地将暑期公益托管

服务变得丰富多彩，帮助家长

解决暑期“看护难”的问题，丰

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暑假让娃一个人待在

家里，我们不放心。听说今

年社区开了暑假托管班，我

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了。”

学生家长李雅芳说。

中心街社区将会议室、活

动室等功能室改造成了暑期托

管主题课堂，设置了各种精彩

的课程，帮助孩子们度过一个

快乐、充实的假期。

“我们以校社衔接联动、家

社共育共管、社会组织参

与相结合的方式，开设了

乐器、剪纸、口才等形式多

样的课程。”中心街社区党

委书记张廷婷介绍说，社

区 为 孩 子 们 量 身 打 造 的

“亲邻小课堂”，既能实现

对孩子的监管和陪护，又

能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

在 工 农 路 街 道 颐 和

社区的活动室里，孩子们

拿着画笔和绘画纸，在老

师 的 带 领 下 发 挥 自 己 的

创造力，描绘出了一幅幅

色彩斑斓、生动有趣的图

画。完成绘画作品后，孩

子们又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 到 社 区 足 球 场 做 起 了

小游戏。

颐和社区的暑期托管

班不仅提供暑假作业辅导，

还创新性地融入素质拓展、

活力体育锻炼等多元化课

程，帮助孩子们开发潜能、

提高艺术水平和身体素质。

“我们针对辖区不同

年龄段孩子的需求，招募

大学生志愿者、在职党员

志愿者等，开设了创意美

术、创意剪纸、积木搭建等趣味

课堂，同时还开设了户外运动

课，以满足不同孩子的兴趣和

需求，希望孩子们在这里度过

一个健康、快乐的假期。”颐和

社区党委副书记马燕说。

（黄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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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县融媒体中心

一 大 早 ，安 远 镇 西 城 村“ 甘 谷 辣 椒 ”绿 色 标 准 化 种

植基地的负责人颉恭就来到他的辣椒基地忙活。为提升

辣椒品质，他引进水肥智能一体化、基质栽培等技术，种

出 来 的 辣 椒 产 量 高 、品 质 优 、口 感 好 ，深 受 广 大 消 费 者

青睐。

“今年，我在安远镇、八里湾镇和新兴镇 3 个水肥一体

化辣椒种植基地，一共种植了 1500 亩的甘谷七寸红系列

辣椒，均采用穴盘育苗，这种穴盘苗根系发达，成活率高，

缓苗快，不换苗，特别适合机械定植。”颉恭说，“目前辣椒

长势良好。”

为健全辣椒生产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甘谷县制定田间

管理、采后处理等质量标准，全面推行集约化育苗、水肥一

体化、增施有机肥、绿色防控等轻简化栽培技术，累计打造

“甘味”农产品辣椒标准化生产基地 1.63 万亩，建成瑞扶

祥、泓峰果业、陇上椒、嘉晟世茂等集约化育苗示范点 15

处，年育苗量 8000 万株。

同 时 ，规 划 发 展 渭 河 川 道 区 、南 北 浅 山 区 、散 渡 河 、

清溪河等甘谷辣椒产业示范片带，形成“公司+合作社+

基 地 +农 户 ”的 发 展 模 式 ，实 现 全 县 辣 椒 种 植 面 积 10 万

亩以上。

10 万亩辣椒销往何处？产销对接是最关键的一步。

从打造辣椒全产业服务链，到产品不断创新升级和品

牌建设，在甘谷辣椒产业蓬勃发展中，龙头企业、合作社扮

演了重要角色。

甘谷县礼辛镇丰晟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礼辛镇下街

村党支部牵头领办的一家集辣椒育苗、种植、加工、仓储、销

售、电商于一体的合作社。

合作社为当地及周边有辣椒种植意向的农户免费提供

培育的辣椒苗，公司技术人员还会全程指导农户科学种植，

确保辣椒的产量和品质。辣椒成熟后，公司统一以不低于

市场价格进行收购。

该 合 作 社 的 销 售 间 共 有 辣 椒 产 品 几 十 种 ，其 中“ 溪

园 弘 ”辣 椒 品 牌 入 选 2022 年“ 甘 味 ”农 产 品 目 录 。“ 溪 园

弘 ” 借 助“ 甘 味 ”品 牌 ，实 现 了 销 量 增 加 、效 益 提 升 ，农

户 和 客 商 通 过 生 产 和 经 营“ 甘 味 ”特 色 农 产 品 获 得 收

益、得到实惠。

合作社负责人尉海龙说：“合作社线上线下每天有 200

单左右的订单，销售额一万元左右，如果遇到做活动，每天

的订单可达 500 单以上，销售额 2.5 万元左右。”

“截至目前，已累计带动礼辛镇寨子村、尉坪村等 10 村

1000 户农户发展辣椒标准化种植 2000 余亩。2023 年实

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5%，预计 2024 年销售额同比增长 10%，

可突破 600 万元。”尉海龙说。

近年来，甘谷县立足辣椒产业资源禀赋优势，从“扩量”

向“提质”转变，构建起辣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不

断提高辣椒产业的影响力，逐步形成“稳规模、提质量、强龙

头、创品牌、带农户、促增收”的良好局面。

目前，甘谷县有辣椒生产、加工、经营、销售的企业和合

作社 50 多家，研发产品 60 多种，形成了集生产、仓储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4 年预计生产干椒 3.05 万

吨、烘干加工 2.7 万吨、加工产值 6.75 亿元。

（黄鑫）

甘谷县：

积极推动辣椒全产业链发展

七里河区融媒体中心

“本来想着两家公司办理营业执照的

手续很繁琐，很费事。没想到和工作人员

沟通后，他们不仅在自助服务区帮我操作，

还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材料。在他们的帮

助下，我们的营业执照很快就办好了，实在

是太感谢了。”兰州轨交城市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人对七里河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这只是七里河区精准服务、支持企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七里河区围绕重点项目建

设、中小企业发展、政府服务事项、统一大

市场负面清单等重点领域，全面落实“放管

服”改革，全力打造优质的服务环境、包容

的发展环境，全面激发全区经济转型发展

的活力，不断擦亮“七里河事，齐力合办”的

营商环境名片。2023 年全省优化营商环

境评价中，七里河区名列前茅。

七里河区通过“一网、一门、一次”“高

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服务改革行动，梳理

区级事项 1282 项，全程网办率达 100%；梳

理乡镇街道及村社区事项 4892 项，网办率

达 100%；梳理跨区域通办事项 463 项；推

行政务服务“周末不打烊”，工作日外累计

服务群众 370 余人次。

在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工 作

中，七里河区创新全周期“个性定制”，推

动 项 目“ 更 好 办 ”。 紧 盯 项 目 全 生 命 周

期，由牵头部门网上发起、各级相关部门

及 时 上 线 响 应 ，精 准 生 成 项 目 个 性 化 审

批 流 程 图 和 审 批 备 件 一 次 性 告 知 清 单 ，

最大限度实现“一次性告知”。拓展全要

素“ 不 来 即 享 ”，推 动 项 目“ 更 快 办 ”。 坚

持 数 据 赋 能 、智 慧 共 享 、项 目 提 速 理 念 ，

深 化 项 目 审 批“ 全 程 网 办 ”，以 要 件 智 能

共享拓展网办深度。

此外，七里河区积极推行“直补快办”

经办模式，推动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帮

助企业强信心，累计走访服务各类企业、个

体工商户 1000 余家。以优势产业和重大

项目强链需求为抓手，持续加大柔性引才

力度，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人才支撑。近

三年来，通过顾问指导、项目合作等方式，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35 名。

据 了 解 ，七 里 河 区 坚 定 不 移 推 进“ 放

管 服 ”改 革 ，全 面 践 行“ 店 小 二 ”式 服 务 ，

以 数 字 化 改 革 推 动 政 府 职 能 转 变 、服 务

效能提升。探索构建“互联网+”“信用+”

市 场 监 管 体 系 ，依 法 保 障 各 类 经 营 主 体

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营造“重商

兴商、亲商爱商、护商安商、利商富商”的

浓厚氛围。

（梁倩茹）

七里河区：

全 力 打 造 优 质 营 商 环 境

张掖市融媒体中心

盛夏时节，走进高台县南华镇墩仁村，

金黄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穿梭往返，“吞”

进沉甸甸的麦穗，“吐”出金灿灿的麦粒。

“我们村今年种植近 600 亩小麦，小麦

颗 粒 饱 满 、色 泽 金 黄 ，预 计 亩 产 900 到

1100 斤 。”墩 仁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张 三 军 说 ，

“小麦收割全程采用机械化，一台收割机一

小时收割 10 到 15 亩，现在收割、拉运、晾晒

等工作在抓紧进行。”

高台县小麦开镰收割，拉开了张掖市

57.18 万亩小麦开镰收割的序曲。

今年以来，张掖市在精耕细作上下足

功夫，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功能区引

导种植、作物轮作倒茬等措施，推广小麦优

良品种、宽幅匀播、测土配方施肥、小麦病

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推动小麦产业高质

量发展。

这是张掖市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确保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生动写照。

今年初，张掖市进一步优化粮食品种结

构和区域布局，建立粮食安全责任制和市县

乡三级粮食生产台账，层层签订粮食生产目

标责任书，成立包抓机制，采取盯地块、盯用

水、盯种子、盯播种等措施，把粮食生产目标

任务全面精准分解落实到乡镇、村、户、地

块。目前，已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330 万亩，

其中小麦 57.18 万亩、大豆 0.95 万亩、油料

22.62万亩，均超额完成播种计划。

张掖市制定出台粮食生产奖励补助办

法，将全市播种小麦纳入农业保险范围，建

立涉农贷款“绿色通道”，解决种粮户后顾

之忧；强化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

技术集成推广，建立示范点 100 个，其中百

亩攻关田 15 个、千亩示范方 74 个、万亩高

产片 11 个；落实各类农作物繁育制种面积

158.2 万亩，其中玉米制种 120.7 万亩。玉

米制种本地营收品种较去年增加 74 个，生

产面积较去年增加 0.8 万亩。

夏粮丰收时，玉米抽雄忙。连日来，张

掖市 120万亩制种玉米抽雄工作全面展开。

在甘州区大满镇汤家什村和沙井镇五

个墩村、水磨湾村制种玉米地里，制种玉米

去雄机穿梭忙碌，开展作业。

“今年使用的制种玉米去雄机每天作

业面积 200 亩左右，相当于 100 人一天的

劳动量，抽净率 85%以上。”甘肃中垦玉种

业公司片区经理刘鹏介绍，今年公司部分

制种地块从播种、去雄到收获，实行全程机

械化操作试验示范，不仅有效缓解劳动力

紧张的问题，还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我家种的 10 多亩制种玉米往年都是

雇人抽雄，工价高，还不好找人。今年采用

机械抽雄，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抽完了，每

亩节约成本六七百元，省时又省力。”汤家

什村十社村民贾怀国欣喜地说。

“ 抽 雄 去 杂 是 决 定 种 子 质 量 的 关 键。

制种玉米去雄后，能减少玉米植株养分的

消耗，保证玉米穗的生长发育。抽雄后田

间通风度和透光度明显改善，植物光合作

用效率更高，产量也有保证。”张掖市种子

管理局局长张东昱说。

张掖地处祁连山北麓、巴丹吉林沙漠南

缘，被誉为“天然玉米种子生产车间”。依托

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张掖成为百万

亩制种玉米的“黄金产区”，也是全国最大的

玉米制种基地，每年产玉米种子 4.5亿公斤，

占全国大田玉米年用种量的 50%以上。

近期，随着全市制种玉米抽雄工作的有

序开展，机械化玉米去雄也跑出了“加速

度”，成为今年全市智慧农业发展的新亮点。

“全市以突破制种玉米全程机械化‘瓶

颈’为重点，积极探索‘农机推广组织+农机

制造企业+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农机研

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模式，大力推广应

用新技术新机具，在深松整地、复式精量播

种、高效植保、机械化抽雄、联合收获等环

节发挥积极作用。”张掖市农业农村局种植

业科工作人员表示，通过不断探索耕、种、

管、收“一条龙”全托管服务模式，创建“互

联网+农机”服务中心，推动农业生产标准

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信息化。

（陈海 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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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兰州新区全力推动现代产业

体系构建和现代化新城建设。如今，放眼

望去，城市建筑错落有致，公园绿地花团

锦簇……秦王川大地上，正在演绎着一部

“城市蝶变记”。

兰州新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 夏日的兰州新区秦王川湿地公园

绿茵如画。

◁ 目前，新康村周围的向日葵远远

望去犹如一片金色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