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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XianQuDongTai县区动态

本报讯（通讯员 周腾腾）“烟雾很大，有热量，防冻肯定顶大用！”3月
23日，在土窑式熏烟坑现场，刘延涛一边听着专家的讲解，一边看着示范坑
里冒出的滚滚浓烟感慨道。

刘延涛家住宜川县落窑科村，15亩果园是他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
近年来，随着“倒春寒”引起的花期冻害，造成苹果减产，给果农经济收入造
成损失。今年，在镇村干部的动员下，刘延涛已在自家果园内深挖了30多
个防冻坑。

“按照专家讲的，再多挖，往深了挖，多储备燃料。”刘延涛说，今年要提
前做足准备，一定不让果树再受冻。

熏烟防冻需要群防群治，一户也不能落下。宜川县丹州街道办成立党
员先锋队，及时帮助缺少劳动力的果农挖防冻坑。在降头村张志平家的果
园里，镇村干部三人一组，挥舞着铁锨，帮助70岁的张志平挖防冻坑。

“多亏了他们，帮我挖了这么多防冻坑，让我不再担心果园受冻了。”张
志平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今年开春以来，丹州街道办发动四个社区、170多名干部全部
到村，通过入户动员、示范带动、干部帮扶等措施，全力做好花期防冻准备。

本报讯（通讯员 王博）“一株红艳青垄上，满面桃花笑春风。”阳春三
月暖风拂面，踏春出游正值时节，一棚棚香甜草莓上市开园，吸引了众多游
客观赏采摘。

走在延川县聂家坪村，道路两旁连片的温室大棚格外引人注目。大棚
内，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映入眼帘，一垄垄秧苗油绿茂盛、一颗颗
草莓娇艳诱人，温暖湿润的空气夹杂着馥郁的草莓香味扑面而来，绿绿的
叶、红红的草莓将大棚装扮得格外“莓”丽。

在村民聂军胜的大棚里，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是一家老小，
有的是三五好友，提着采摘的篮子，走走停停、说说笑笑，一边精心挑选成熟
的草莓，一边拿出手机记录这开心的瞬间，欢声笑语在大棚里飘荡。

仅仅几年时间，聂军胜实现了从村上的一般农户到致富带头人的华丽
蜕变。如今的他可谓是“春风得意”。

“到了采摘高峰期一棚可以卖将近4万元。”聂军胜笑谈种植草莓心得，
“这是个好产业，今后我不仅要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还要将草莓产业发展
融入乡村振兴中，带动村民们一起增收致富。”

“又到了摘草莓的季节。这里的草莓又香又甜，孩子非常喜欢，所以我
带着孩子一起来采摘草莓。”游客郝女士高兴地说。

据了解，聂家坪村是延川县大棚产业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棚栽业种植
基地，现有冬暖式大棚 170座、春暖式大棚 113座，目前主要种植反季节草
莓、小瓜、西瓜、葡萄等特色农产品。如今，棚栽产业已经成为该村群众致富
的支柱产业，棚均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草莓红红火火的发展势头，已经成为聂家坪村
有效带动农业增效、农民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 呼浩浩 记者 叶四青）“技术人员来到田地里现场详
细讲解和示范红枣修剪的技巧，对修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非常实
用。”在延川县大禹街道范家坬村红枣园里，听完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后，村
民白凤堂感慨道。

近日，气温逐渐回升，正是枣树修枝整形、实施春季管理的关键时期。
为做好枣树修剪工作，延川红枣服务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大禹街道为红
枣种植大户、合作社及红枣服务技术员开展春季枣树整形修剪、土肥水管理
等技术培训，推动全县万亩红枣提质增效，助力红枣产业丰产丰收。

白凤堂种植了8亩红枣，学会了修剪要领，并切实运用到实践中，他热
切期盼着来年会有个好收成。

“我们在红枣管理培训现场，对幼树、盛果期、衰老期的枣树要分类修
剪，幼树一般按照疏散分层型、纺锤形，以疏枝为主，疏截结合……”培训
现场，红枣技术专家高永强和红枣服务中心主任李向前详细讲解当前红
枣修剪的技术要领和修剪后期管理注意事项，针对枣农提出的问题现场
答疑解惑。

“现在正是红枣生长的关键时期，我将按照专家讲解的技术要求管理枣
园，争取今年有个好收入。”曹清卫种植了60多亩红枣，经常参加红枣技术
培训，按照培训技巧，他的红枣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让培训课堂走进枣园，让全县枣农们进一步学习红枣修剪、管理等专
业知识，并掌握这些技术要领，最终达到红枣稳产高产的效果。”李向前说。

“今年，我街道手把手教枣农精细化管理，提高红枣的品质与产量，并计
划在枣园内套种黄豆5000亩，打造林下经济新模式，充分提高枣园土地利
用率，多渠道促进枣农增收致富。”大禹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周兵兵说。

除了种植模式和理念的转
变，延川县果业办也将科学和信
息化元素融入了果园，让果园真
正向现代化转变。

在文安驿镇万亩苹果示范园
中，随处可见水肥一体化灌溉系
统，除此之外，还有气象、生物防
虫等设备投入其中。该苹果示范
园面积达10037亩，果园配套设施
齐全，有减灾防灾的防雹网设施、
沼肥分配池、水肥一体化设施，整
个环线上一共有12座水肥一体化
设施，不仅可以节省果农的劳力，
还可以节省肥料。

“今年，我们还计划再新建一
批矮化果园，添加新的品种，不仅
可以丰富苹果的色系，还能增加
苹果的丰富多样性。”文安驿镇果
树站站长高侯磊说。

随着苹果产业规模效益持续

提升，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已成为
全县覆盖面最广、从业人数最多、
持续效益最好、农民增收最大的
支柱产业。

面对优厚的自然条件和人力
资源，许多企业选择前来投资，陕
西果业集团便是其中一家，公司
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
模式，不仅壮大了当地的集体经
济，也让众多农户从中受益。

“建设了苹果贮藏库 1.1 万
吨，其中高温库 8000吨，气调库
3000吨，购置4.0全智能选果线一
条。我们主要供往北京、上海、浙
江等地，总销售额为 3500吨。”陕
西果业集团延川有限公司梁家河
苹果产销服务中心负责人高强
说，“同时，我们与果农签订苹果
绿色生产技术标准管理协议，收
购和代存相结合，为延川果农提

供优质服务和销售平台。”
2005年，延川县被评为陕西

省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全县苹果
产业迅速发展，已真正成了果农
的“摇钱树”。刚刚闭幕的县第二
十次党代会，围绕全县苹果产业
制定出“稳规模、强管理、高标
准、提质效、促增收”总体思路，主
抓“三带”“三园”示范带动，对全
县老果园推广标准化间伐和品种
更新，中龄园进行精细化修剪，幼
园实施“三枝一扶”技术。

“围绕乡村振兴，进一步加强
技术培训，加大有机肥和农家肥、
地布、麻枝绳、修剪工具等投入，提
升后整理水平，注重病虫害防治等
防灾减灾工作，以推动全县苹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果业强、果农
富、果乡美。”延川县苹果生产管理
办公室副主任刘国全说。

这些年，乾坤湾镇寺罗村大
力发展苹果产业，在镇政府的扶
持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如今村
里果树种植面积达到了 1200亩，
苹果年产量达25万公斤。

果树种植面积发展起来了，
但是要经营好，还需要科学管
理。为了让果农在苹果产业上得
到更好收益，延川县果业办采取
集中培训、现场示范、观摩交流等
多种形式，对全县果业技术人员
和果农进行系统化培训，极大地
提高了果农实践操作的本领。

村民白向阳就是种植苹果的
受益人之一，早些年他在城里打
工，前几年回村后开始专心务苹
果。缺少技术的他，经过县果业

办的培训，果园效益日渐增多。
“果业技术员常来给我们培

训，不论是剪枝、还是防虫，这些
技术讲得很仔细。现在我的苹果
管务得也好、卖得也好，一年能卖
10多万元。”白向阳开心地说。

杨家圪坮镇孙家塬村村民孙
玉峰同样也是系统化培训的受益
者。因为懂技术，他家 20亩果园
产出的苹果产量大、质量好，使他
成了村里有名的富裕户。这几
年，他不仅为儿子全款购置了新
房，还添置了新车，自己的院落也
收拾得焕然一新。孙玉峰还被特
聘为苹果管理技术人员，为本村
及附近村民讲解果树四季管理技
术，手把手教他们修剪果树。

“从前年到去年，我的苹果就
卖了四五十万元，感觉我的生活
一天比一天好。”孙玉峰说，“现在
果树也间伐了，争取今年卖得更
多，让我们果农都过上好生活。”

今年，孙玉峰的果园被选为全
镇成龄密闭果园间伐示范点，虽然
有近乎三分之一的果树要被间伐
掉，但听了专业人员讲解后，为了长
远收益，孙玉峰还是举双手赞成。

“孙家塬村成龄密闭果园间
伐示范点，按照市苹果高质量发
展‘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标准，
通过运用间伐坑施肥水技术，提
升果品质量，为全镇全县苹果高
质量发展树立了样本。”杨家圪坮
镇副镇长樊亮亮说道。

草莓上市，群众尽享“莓”好时光

干部群众齐动手 预防春寒早准备

春日枝头俏 修剪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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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延川县乾坤湾
镇寺罗村的山地苹果园里人头
攒动、熙熙攘攘，延川县果业办
技术员高宏忠正在为果农们讲
解早春果树的修剪技巧。

当前，正值早春果树休眠
期，为了抢抓有利时机，延川
县果业办及时组织技术人员
走进果园，做好关键环节的技
术管理，为今年的苹果丰产丰
收做好准备。

“根据果树一年四季的生
长情况，我们培训重点在春季
果树萌芽前，对果农在果树修
剪和病虫害防治方面重点培
训，推广石硫合剂和波尔多液
广泛使用。”高宏忠说。

延川县拥有最佳苹果优
生区，是陕西省优质苹果基地
县和绿色苹果生产基地县，生
产的果品形正、个大、色艳、硬
度大、口感好、含糖量高，深受
市场欢迎。

目前，延川县苹果种植面
积达 22.69 万亩，挂果面积
16.35万亩，总产量18.5万吨，
产值达9.25亿元，苹果已然成
了延川农民的“致富果”。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技术+示范”助推乡村振兴

“科技+公司”助推乡村振兴

“春风”吹满地 服务暖人心
——延长县税务局借助便民春风跑出服务加速度

通讯员 高琦 记者 刘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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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延长县税务局着力优
化营商环境，积极构建精准服务体系，
在对全县税源进行科学划分的基础
上，坚持以纳税人“急难愁盼”问题为
导向，认真梳理研究解决方案，制定出

“一企一策”的优质服务方式，主动上
门，精准对接，优化纳税服务体验，把

服务“直通车”开进企业的心坎里。
延安中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注于农产品初加工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在接到该企业研发费
用政策咨询电话后，延长县税务局主
动对接，靠前服务，带着精准服务方
案到企业进行上门辅导，现场解答企

业各种问题，确保企业在各项优惠政
策中应享尽享。该公司财务人员王
志玲说：“税务部门主动上门问计问
需，解答了我们企业目前遇到的一些
政策问题，让我们倍感温暖。”

与此同时，针对全县小型微利企
业，延长县税务局第一时间成立了小

微企业涉税服务专班，集中局内业务
骨干，从小微企业最新税费优惠政策
解读落实，到财产行为税合并申报可
能遇到的困难及有效防范化解涉税
风险等三个方面，为小微企业制定了
专项服务方案，助力小微企业“轻装
上阵”。

今年以来，延长县税务局立足新起点，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等问题，积极开展便民春风行动，劲
吹精细服务“春风”和精准服务“春风”。切实问需求、优服务、提质效，在踏踏实实的办税服务中为纳税人、缴费
人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延长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一直
秉持着“让纳税人满意”的原则，坚持
以纳税人、缴费人需求为导向，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转变办税
方式、优化办税流程、创新服务举措，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给企业、群众
带去更好的办税体验。

在疫情反复的大环境下，延长县
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严格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积极推广“非接触式”
办税缴费，按“尽可能网上办”原则，
辅导纳税人正确使用电子税务局办
理涉税缴费事项，积极转变办税方
式，推广网上办税，全力为纳税人提
供优质、便捷的办税服务。

在积极引导纳税人、缴费人网上

办税缴费的同时，不断完善线下办税
缴费服务，实行“预约办税”“容缺办
税”，对特定事项进行容缺受理，在规
定的时间内提醒纳税人及时补齐资
料，持续推进“一网通办”“最多跑一
次”，不断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为进一步贴近纳税人需求，提高
新办企业首次涉税事项办理效率，办
税服务厅设立新办企业登记窗口，对
新办企业首次办理涉税事项和首次
领用发票等相关事项实行“一站式”
套餐服务。全面整合 10个新办涉税
事项，使得原来单一涉税事项办理变
为多个涉税事项一次性办结，大大缩
减了企业开办时间和环节。解决了
新办企业“多头问、多头跑”的难题。

除此之外，延长县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进一步提升咨询服务质效，提
供精细化服务。坚持局领导值班、专
人专班导税制度，积极落实首问责
任、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等办税服
务制度，确保纳税人的问题及时解
答、事项及时办理。同时，结合办税
春风行动，创新推出便民服务新举
措，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设
立绿色通道，推出免排队服务。针对
老年缴费人和非智能手机用户，开设
了现金缴费绿色通道，大大提高了办
税效率。

办税缴费体验好不好，服务效率
高不高，纳税人、缴费人最有发言
权。延长荣生石油服务有限公司财

务人员赵巨文一走进办税大厅，导税
人员便上前细心询问，并引导到自助
办税设备前帮助其办理，只用了几分
钟的时间，就办好了领购发票业务。

“税务局服务真是好，讲解细致，
业务熟练，我这60多岁的老人办理起
业务都挺轻松。”赵巨文赞不绝口。

“手续简、效率高、服务暖，让我亲
身感受到了‘税务温度’。”近日，延长
县亿平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任娟，在延长县税务局办税服务
大厅顺利办完所有新办企业涉税业务
后高兴地表示，“作为‘新人’，本以为
办理登记需要很多手续，时间会很长，
没想到不到半个小时就走完了全部流
程，真是既方便又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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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举措营造“税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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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服务助企“轻装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