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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现在按照刚才我说的方
法，把专项扣除填完之后，再回到主
页上……”近日，黄龙县“税务管家”
成员曹灏正在为黄龙县供电分公司
职工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课程”，
职工们整齐地坐在台下边“听讲”边
按照曹灏的讲解进行操作。

黄龙县供电分公司财务资产部
主任强萌介绍道，最近到了个税汇
算的时候，但单位很多职工对个税
汇算一知半解，财务人员挨个辅导
又太过于费时费力，因此邀请了税
务局工作人员上门进行辅导。

“县税务局‘管家式’的便利服
务真的太周到及时了！在接到我们
的诉求后，税务局就马上组织人员
到我们单位，细致讲解了各项专项
附加扣除优惠政策，还一对一辅导
了我们在个税App中填报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给我们省了不少事。”强
萌说。

近年来，黄龙县税务局以开展
“营商环境突破年”为契机，着力打
造服务更优、效率更高的工作新模
式，以“税务管家”制度为抓手、张思
德服务队瓦子街分队为纽带，通过

“上门问诊”、主动宣传等方式，贯彻
落实好各项税收支持政策，用“心贴
心”服务，全面促进服务效能再提
升，营商环境再优化。

为切实提升纳税缴费便利度，
全力打造优化税收营商环境，黄龙
县还将优化小微经营主体营商环境
为抓手，结合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相
关工作的具体要求，出台了《黄龙县
2023年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
雨润苗”专项行动方案》，持续改进

办税缴费方式，进一步梳理办税事
项，落实优惠政策，让各项税费支持
政策和创新服务举措及时惠及小微
经营主体，助其稳预期、强信心、焕
活力。

“你好，我们是黄龙县税务局张
思德服务队的队员，这次过来呢，是

想给您宣传一下最近新出的一些税
收政策……”今年 4月以来，县税务
局以“第 33个税收宣传月”为契机，
组建咨询引导团队，以“税惠+服务”
组合拳，走访临街商户为纳税人宣
传讲解最新税费优惠政策，细化减
免税政策落实措施。

服务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在
听取服务队的详细讲解后，好鲜生
购物广场负责人孙瑶感慨收获颇
多：“真是很感谢县税务局的志愿者
们主动上门送政策，面对我们的咨
询，志愿者们随问随答，让我们对国
家出台的优惠政策有了更清楚的认
识。作为纳税人，我今天收获满满！”

截至目前，县税务局共走访了
临街商户150余户、企业50余户、机
关单位80余户，进社区、进校园共计
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解决咨询问
题30余件。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永不竣
工’的工程，黄龙县税务局将深化拓
展‘三个年’，持续充实‘税务管家’
团队力量，进一步提升纳税服务质
效，实行‘全流程、全过程、全周期’
税务服务，精准解决市场主体的‘忧
心事’和‘烦心事’，为项目推进保驾
护航，为企业发展赋能加力，为优化
营商环境厚植沃土。”县税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吴思德说。

伴随着节气的变化，播下的种子在迅速成
长。在延川县贾家坪镇马家湾流域的坝地田
间，白色的丝带上泛起淡淡绿光，这里的玉米苗
已经有1尺多高，整个玉米田绿意盎然。

贾家坪镇樊家川行政村村民景世光早早便
来到田间忙碌起来，他拿着锄头，把充满肥料的
土覆盖在新长出的玉米苗周围，同时又小心翼
翼地将还附着在白膜之下的幼苗扒开。

“这玉米今年长势非常好，有些大概已经有
1尺高了，种上大概就是 10多天时间。”景世光
说，“我已经种3年了，翻地、铺膜都是乡镇管着
了，我们只管种。根据这3年种植情况看，铺膜
的玉米比不铺膜的长势好、产量还高。”

与此同时，在延川县关庄镇的田地间，玉米
也开始出苗。春种开展以来，关庄镇提早安排
部署，积极动员全镇党员干部和农户利用有利
时机，加大农业机械投入，及时组织开展春耕春
种。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安排
部署，持续关注粮食作物的出苗情况，及时补植
补种，确保粮食作物成活率、提高耕地利用率，
保障全镇粮食安全。”关庄镇公用事业服务站站
长高贝贝望着坝地里的玉米苗，充满信心和希
望。

截至目前，关庄镇共完成玉米增密度种植
6705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套种 2025亩，高粱
单产提升示范田种植480亩，大豆种植2402亩，
油料种植823亩。

在文安驿镇高密度地膜玉米种植示范田
里，负责全镇农业产业的干部强鹏，早早将大家
聚集在一起，仔细讲解任务分工，组织大家认真
查看幼苗的成长环境和长势，做好查漏补缺工
作。随后，便和农民一起走在整齐划一的田地
间，手拿竹竿，耐心细致地将被覆盖在薄膜之下
的玉米苗释放出来。

“这几天正是玉米出苗阶段，我镇组织领导
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发动群众给玉米放苗。”强
鹏一边放苗一边讲道。

今年是文安驿镇第3年种植高密度地膜玉
米，平均亩产能达到 1800斤以上，相较于传统
大田种植，每亩提高 400斤以上，经济效益明
显，农民非常认可。除了高密度地膜玉米种植
4148亩外，文安驿镇大豆种植1260亩，油料600
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2000亩，目前均已
完成种植。

延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力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在每一片田间地头，技术人员耐心地向农民们讲解播种
的要领和田间管理的知识，悉心指导每一个细节，及时发现并解决播种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记录土地数据，为田间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做到
及时监测、准确反馈、迅速改进、有效控制。

今年，延川县春播面积共17.4万亩，其中玉米9.27万亩，大豆2.39万
亩，油料0.53万亩，大豆玉米带状种植0.8万亩。

“我县积极调配 140余辆农业机械，保障了播种进度，成立专门的技
术服务队，深入乡镇、农户、田间地头，进行巡回指导。同时，及时调度种
子、农药、肥料等，确保农资到位。目前，春耕备播已全部就绪，抢墒下种
全面铺开，2.46万亩玉米增密度示范播种已达85%。”延川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副主任张明富说。

县城的道路旁、站牌上、医院
里、景区中，随处可见的双拥宣传，
龙城营造出一片热爱双拥、参与双
拥的浓厚氛围，更在潜移默化中厚
植了爱国情怀。

“黄陵红嫂拥军志愿者协会”

特色品牌远近闻名，县上共有拥军
企业单位 25家、优秀退役军人 36
名、最美军属军嫂 28人。还举办了

“黄陵老兵有故事”主题征文和英
烈故事“四进”活动，各级各部门送
文艺、送义诊、送法律进军营，密切

军民关系。
“双拥大道”“双拥主题文化公

园”“军民共建路”“双拥文化广场”
“双拥篮球赛”等创建宣教载体丰富
多样。投入 300余万元整修烈士陵
园，深化清明节祭英烈、“烈士公祭

日”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党政高歌双拥曲，官兵牢守九

州春。在阔步新时代的伟大征程
中，黄陵勇立潮头，军民齐心共建，
汇聚磅礴力量，为实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 创新方式载体 高水平开展模范创建

黄陵县始终把双拥工作作为一项
事关社会发展和部队建设大局的战略
任务来抓。坚持“五个纳入”，分别是
双拥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体系、领导干部考核范畴和全民国防
教育内容。健全四项机制，四项机制
是统筹协调、部门联动、督查督办、考
核奖惩。

同时，成立县双拥领导小组办

公室，建立健全县镇村三级服务体
系，定期召开县委常委会、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会、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领导小组会等，研究双拥工作；县
委常委带头参加“军事日”和拥军

优属慰问活动；镇办部门主动对
标、落细落实。建立完善县级领导
联系驻军、部门单位结对共建等 20
余项制度，县财政 4年来累计拨付
1330万元。

➡ 扛牢政治责任 高标准推进双拥工作

军民同心，汇聚制胜伟力；军民
合力，共铸钢铁长城。县各级党委政
府自觉扛起做好新时代拥军工作的
政治责任，用心用情用力为驻军办实
事、解难事。先后投入 750万元，改
善驻黄部队生活、训练条件。出台
《黄陵县应征入伍青年近视矫正手术
补助办法》，已为应征入伍的青年补
偿近视矫正手术费用24.3万元。出
台《黄陵县自主就业大学生退役士兵
安置工作意见》，4年来，累计为部队
输送优质兵源160人，66名退役士兵
和转业士官被安置到事业单位。

在全省率先出台《黄陵县关爱退

役军人九条优待政策》，全县景区、影
院、公交车为军人和退役军人免费，
一批医院、加油站、宾馆、药店、超市
为退役军人打折，在这里，全国退役
军人充分感受到了被尊崇优待的黄
陵温度，见证了一段段拥军佳话。

与此同时，落实抚恤优待政策，
搭好连心桥、办好暖心事。义务兵
家属优待金高出全省标准20%，4年
间，发放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生活
补助费、义务兵家属优待金等 837.3
万元；为120个家庭送去退役军人关
爱基金 45.5 万元；慰问优抚对象
1500人次。多次邀请省级荣军医院

来黄陵开展健康义诊赠药活动；建
设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数字化信息
平台，实打实开展退役军人线上线
下专场招聘会、就业技能培训、优待
证申领“一站式”服务、烈士遗属结
对帮扶、助困助学。积极化解信访
矛盾，沉积多年的 24名退役军人涉
核身份得到认定，落实了每月800多
元待遇；多方协调解决了3起安置历
史遗留问题，被退役军人赞誉为“政
策落实有力度，优待老兵有温度”。

鱼水交融，春暖龙乡戎装绿；军
民爱戴，情深营地锦旗红。驻黄部
队官兵立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

要，积极参与全县产业发展、生态保
护、应急抢险和疫情防控等工作，始
终与黄陵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省军区先后投入1800余万元建
设翡翠梨示范园、中蜂养殖基地、光
伏电站等增收项目，帮扶昔日贫穷
落后的 3个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农
村；县人武部投资 90万元支持村集
体经济发展。在疫情防控最吃紧的
时候，县人武部统一指挥应急处置
体系，600余名党员干部和民兵组建
成6个应急连、24个应急排，军事化
管理全程参与核酸采样、卡点值守
等工作，护了健康、暖了人心。

➡ 聚焦双向支持 高质量推动军地融合

● 黄陵红嫂拥军志愿协会慰问武警官兵

又到一年一度的绒山羊“剪毛季”。日前，笔者在子长市栾家坪街道
郭家坪村张圪蛋绒山羊育种场看到，来自子长市周边县区及山西、宁夏、
甘肃等地的养殖户们围聚在一起，观看剪毛手们给绒山羊脱下“冬衣”，换
上清凉的“夏装”。只见几名剪毛手熟练地操作着羊毛剪，有的从羊脖子
开始下手，有的从羊后腿开始主攻，不一会儿工夫，一堆堆羊毛从羊身上
剥离下来，一只只绒山羊便脱去了厚厚的“冬装”。

剪毛现场，一只名为“战牛”的种公羊剪是剪出了9.46斤绒毛，让现场
的养殖户们亲眼见证了绒山羊的产绒量之高，收益之好。“‘战牛’是我自
己的育种场繁殖的一只公羔羊，能达到这样的产绒量我非常满意。我们
羊场的绒山羊平均剪毛量在6斤左右，比咱们当地的羊要高出两倍，按当
前1斤羊毛130元的市场价格计算，一只绒山羊就要比当地跑山羊的收入
高出500多元。”张圪蛋绒山羊育种场负责人张春红信心满怀地为我们算
了一笔账，“自己赚钱不叫赚，帮助更多的人赚到钱这才叫赚，他要把这项
产业发展好，将培育出的优秀种公羔、优秀种母羔，推广给更多的养殖户，
让养殖户人人都能受益。”

养殖户白建新去年10月份在张圪蛋绒山羊育种场买了一只种羔羊，
在刚刚的剪毛现场，也剪出了6.3斤羊毛。“我非常满意，很看好这个绒山
羊养殖，养这个绒山羊要比养咱们当地的跑山羊效益好得多，这是个好产
业，我决定再买几只，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养殖收入。”白建新高兴地说。

剪毛当天，张圪蛋绒山羊育种场还专门邀请到辽宁杨系绒山羊创始
人杨老三，现场给广大养殖户进行现场指导培训，让广大养殖户相互交流
学习，对发展绒山羊养殖产业信心十足。

“辽宁杨系绒山羊能够真正给当地养殖户带来效益，这是我最高兴
的，以后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去发展我们的精品羊，让更多的养殖
户去受益，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辽宁盖州杨系绒山羊创始人杨老三说。

据悉，2021年以来，张春红投资130多万元在栾家坪街道郭家坪村建
起了张圪蛋绒山羊育种场，从辽宁引进有“中华国宝”之称的绒山羊进行
改良，经过3年多的养殖，繁殖羔羊300多只，销往榆林、甘肃、内蒙古、宁
夏等多地，年收入近百万元。

军民勠力同心 共建民族圣地
——黄陵县双拥工作综述

通讯员 元亚娜

政策送上门 服务“心贴心”
——黄龙县税务局开展“税务管家”工作小记

通讯员 高亚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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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薅羊毛”薅出真金白银
通讯员 王俊香

巍巍桥山，见证了老区

人民光荣的革命历程；潺潺

沮水，传承着黄陵军民血浓

于水的深厚情谊，在这里，人

民视军队如长城，把军人当

亲人；在这里，官兵视人民如

父母，把驻地当故乡。

近年来，黄陵县大力弘

扬延安精神和双拥光荣传

统，军政同向发力、军地同频

共振、军民勠力同心，“双拥

共建民族圣地、军民同绘绿

色黄陵”的主旋律在桥山沮

水间代代传唱，不断谱写出

新的篇章，7次荣获省、市双

拥模范县称号，2016年荣获

全国双拥模范县称号。

● 税务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员工辅导个税汇算情况

● 农民查看玉米出苗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