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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沃土

本报讯（通讯员 侯爵）“这次我们申请了税银产品，由于
纳税信用良好，很快就收到了银行的300万元放款。”近日，黄陵
县晨晖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雷伟军说，纳税信用在我最困难的
时候给我带来了真金白银，有了这笔钱，后续将加大升级转型，
创新产销模式，不断延伸产业链。

随着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良好的纳税信用已经成为纳
税人的重要“资产”。今年以来，为全面优化营商环境，黄陵县税
务局高度重视纳税人信用动态管理工作，通过税企平台、电话、
上门辅导等方式，及时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及修复工作宣传，
强化辖区纳税人的认识；通过数据筛查及时纠正失信行为，缓解
企业生产经营压力。

与此同时，黄陵县税务局围绕提升政策知晓度、辅导精准
度，线下设置“税银 e站”，定期推出税银贷产品，税务部门将信
息及时推动给商业银行，随后进行上门服务。

“当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享受到纳税信用给自身带来的政策
福利，充分彰显了纳税信用的‘含金量’。良好的纳税信用成了
解决企业融资难的敲门砖。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纳税信用
管理，持续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税收服务管理机制，努力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黄陵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宁说。

春暖鄜州，山花绽放，一派生机
勃发的景象。田间耕作、修剪忙碌，
项目工地建设火热……

3月 15日，陕北-安徽±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送端（富县）换
流站项目开工，这是“十四五”国家能
源战略重点工程，起于富县寺仙镇的
换流站（又称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
西、河南、安徽三省，落点安徽省合肥
市庐江县换流站。

“宝塔山换流站位于我们寺仙镇
东侧500米处，占地面积540亩，静态
投资约72.3亿元，预计2025年建成投
产。”富县寺仙镇人大主席雷剑介绍，

“该项目的开工建设，对于助力陕北
革命老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
升镇域营商‘软环境’，培育发展‘硬
实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获悉，该工程输送容量为 800万
千瓦，直流线路全长 1069公里，动态
投资约 205亿元，配套延安地区新能
源1100万千瓦、支撑性煤电400万千
瓦，可直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高质量
协同发展，拉动投资超 800亿元。项
目投产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
360亿千瓦时，这将大幅跃升我省外
送电量能力，并对我省稳增长、调节
构、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而为省内“北电南供”省外“陕电
入皖”提供强大电源支撑的省级重点
项目——大唐延安发电有限公司二
期新建项目正开足马力抢工期、大干
快上促发展。

目前，该电厂一期项目建设的两
台 660兆瓦发电机组已全部投产，成

为陕北到关中750千伏线路的重要电
源支撑，年均发电量约 66亿千瓦时，
预计全年可节约标煤94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250万吨；年产值 24亿
元，上缴税收 1.39亿元，为革命老区
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绿色低碳、多能互补、高效协
同、数字智慧、红色领航’是我们始终
践行的发展理念，并致力于建设清洁
高效煤电和新能源协同发展的示范项
目。我们正在建设的二期项目投运
后，将会进一步增强企业实力、加快区
域煤炭资源就地转换、优化县域工业
结构、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该
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李勇说。

当前，正在加紧建设的大唐延安

发电有限公司二期 2×1000兆瓦扩建
项目，是作为省内“北电南供”省外

“陕电入皖”通道配套电源项目。项
目总投资 78亿元，今年计划投资 10
亿元，建设两台1000兆瓦高效超超临
界间接空冷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
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占地 930.5亩，
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 100亿千瓦时，
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税收2.1亿元。

“我们将紧盯中省市政策导向和
资金投向，充分发挥能源化工、特色
农产品和文旅资源优势，扎实做好项
目谋划策划，确保完成储备项目增长
和项目年度转化率达到要求；坚持把
落地项目、到位资金和企业产值作为
检验招商引资成效的重要标尺；落实

‘一项目一清单’要素保障机制，积极
破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助
推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达产。”富
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炜做项目
交流发言掷地有声。

3月22日，在富县茶坊街道白草洼
化工产业园区天然气液化工厂及配套
项目施工现场，全县2024年第一季度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推进会在这里举行。

“在深入开展‘三个年’活动中，
我们将继续当好‘店小二’，不断提升
职能服务保障能力，提前介入、提早
谋划，逐项目制定土地要素保障计
划，主动上门服务，从项目规划纳入、
土地预审、用地报批到土地供应发
证，全流程、全方位跟踪指导，全力推
进高质量项目落地见效。”富县自然
资源局局长鲁天龙说。

据了解，第一季度富县安排开复
工项目45个，其中续建项目16个、新
建项目29个，当年计划投资53.1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52%。集中开复工的45
个重点项目，涉及煤电、化工、学校、道
路等多个行业领域。这批项目的顺利
开工，拉开了该县今年高质量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的序幕，它们的建成将为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深化拓展省市高质量项目推
进年活动中，我们将紧紧围绕新时代
延安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六
四’工作布局，以更高标准谋划项目、
以更大力度招引项目、以更实举措推
进项目，实现项目建设新突破、工业
转型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富县新篇章。”富县县委
书记李彦侠说。

去年 6月，《非遗里的中国》栏目组
走进陕西，富县熏画在陕西省众多非遗
项目中脱颖而出，在央视舞台惊艳亮相，
塑造了亮眼的地方名片。“以火为笔，以
烟为墨。在水与火的交融、烟与纸的碰
撞中，熏画由此诞生。”

向上，推动非遗项目走出陕西，走向
全国。

向下，非遗俨然已经成为联通城乡
的文化枢纽。

为促进乡镇文化发展，县文化与旅
游局辐射全县，指导了羊泉、吉子现、寺
仙镇、直罗镇、牛武镇五个乡镇的系列文
化活动。非遗作为城乡文化的典范，在
活动中突破了空间藩篱，将城乡居民的

心紧紧连在一起。

文化活动硕果累累，非遗发展欣欣
向荣。

近日，富县鄜州博物馆前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在这里，历时三天的非遗展
示和展演活动周系列活动成功举行，这
是一场让观众们眼前一亮的视觉盛宴。

龙飞狮舞，锣鼓齐鸣。龙狮作为一
种体育运动项目，不仅考验着参演人员
的耐力，对团队的协调协作能力也是一
种挑战。身姿矫健的参演者们不断变换
队形，与阵阵锣鼓声应和着，赢得了观众
们的热烈掌声。擂鼓筛锣，铿锵顿挫，富
有节奏的韵律中蕴涵着强劲的力量。

民歌传唱，秦声秦韵。“锣鼓响,秧歌
起。黄河唱,长城喜。腊子口上降神兵,
百丈悬崖当云梯……”嘹亮的歌声饱含

热情，唱出了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景。
压轴出场的秦腔高亢激越，浑厚慷慨，富
有民族个性的同时不失庄重诙谐。

春光无限好，奋进正当时。目前，富
县共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3
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项，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人；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0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面向未来，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发展的社会基础雄厚、后劲十足，接下来
我们将坚定文化自信，用心、用情、用力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让
非遗文化在富县绽放出更加迷人的时代
光彩。”富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国平说。

联通城乡

让纳税信用变“真金白银”牵牢项目“牛鼻子”跑出发展“加速度”
——富县以重点项目建设助推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王前锋 惠淑荣

阳春三月，洛水微漾，春意在鄜州大
地萌动。走进张家湾幼儿园，教室墙壁
上陈列着孩子们参与非遗公开课的精彩
瞬间和优秀作品，稚嫩的脸上洋溢着好
奇与自豪。

依托“巧媳妇合作社”独特的地理位
置优势，张家湾幼儿园充分利用地理资
源，多次举办了非遗公开课、教师非遗技
能培训以及非遗研学等系列活动。

“‘非遗进校园’活动在我园主要包
括剪纸、熏画和面花等内容，每周都会请
富县剪纸非遗传承人薛爱玲老师来为孩
子们上一节免费的公开课。这种活动对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思想素质来说都是
一次很好的锻炼与提升。”张家湾镇幼儿
园园长李莹说。

张家湾幼儿园只是全县非遗进
校园的一个缩影，非遗进校园是非遗

三进——“进校园”“进社区”“进景
区”中的重要部分，作为突出工作重
点推进。

非遗进校园是传承与保护非遗文化
的有效方式。据了解，目前“非遗进校
园”已经覆盖了富县城区内的所有小学
和幼儿园，乡镇也在积极开展非遗进校
园相关活动，传统文化在学校内得到了
很好的发展，真正“活”了起来。

3月 24日，位于沙梁街的张红英面
花传习所内十分热闹。揉、捏、捻、搓，各
色的面团在一双双巧手中翻腾变幻着，最
终以栩栩如生的姿态跃然眼前。周围的
群众驻足观赏着面花精美的式样和传承
人娴熟的手法，不时发出阵阵赞叹声。

“传习所的建立是为了保护，也是为
了传承。所内经常有群众来学习观摩，
每年都会招收学员，为面花的发展培养
更多人才。”面花传习所的负责人张红英

边揉面边说。
传习所是集非遗作品制作、展示、销

售于一体的手工作坊。培养了一百余位
掌握面花非遗技艺的传承人的面花传习
所，每逢过年过节或是民众家有喜丧事
时最为繁忙。传习所的设立不仅带动了
贫困户就业，还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花馍是富县人逢年过节都要做的，
这里的花馍比自己家做的更好看些。看

着它被选进非遗，我们心里都很骄傲。”
在传习所内看得起劲的群众乐呵呵地
说。

目前，富县共设有非遗传习所 15
处，新建并开放了面花、摆路鼓、舞狮、民
歌传习所。非遗传承人在带领群众制作
非遗作品时通常伴随着浅显而富有吸引
力的讲解，群众通过充分调动视觉、听觉
及触觉，对非遗文化也有了更加全面深
入的认识。

薪火相传

非遗繁花盛开鄜州大地非遗繁花盛开鄜州大地
———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侧记—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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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文风俗与地域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非遗文化，它们在今

天依旧绚丽夺目、历久弥新。

今年以来，富县始终坚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贯彻到非遗

工作的各个方面，以设置非遗传习所为抓手，在深入发掘非遗传统技艺的同时，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等宣传活动，将非遗传承与群众

性文化活动交叉融合，走出了一条向上面向全国、向下联通城乡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 大唐延安电厂

● 黄陵税务局负责人（右）上门宣传纳税信用管理

● 龙飞狮舞

● 非遗展演活动现场

● 面花制作

● 非遗进校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