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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高质量项目推进年活动 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 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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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向企业经营者介绍增量政策

服务者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增量政策为核

心，围绕中小企业梯队培育，大力发展“五

上”企业，着重培养“专精特新”企业，推动民

营经济转型升级，为洛川民营经济在增量政

策引领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营造优

质政策环境。

——洛川县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主任 何保宏

11月25日，洛川县民营经济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再次走进华大洛川电商物流集配中心。此次走
访，工作人员带着增量政策的新导向与新举措，深
入了解企业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难题，积极梳理与
增量政策紧密挂钩的优惠政策，从资金扶持、人才
引育等方面为企业排忧解难，为企业发展持续注
入强劲动力。

华大洛川电商物流集配中心负责人任化龙告
诉记者，近年来，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依据增量政策
对企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在申报“专精特新”企业
上给予关键指导，借助增量政策搭建人才招聘平
台，帮企业引进急需人才做了很多实际工作。

“服务中心指导我们申报设备更新改造项目，
拿到省、市、县中小企业项目资金，让企业在增量
政策的东风下不断发展壮大，活力满满。”任化龙
高兴地说。

华大洛川电商物流集配中心自2021年3月运
营以来，初期因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管理不善导
致发展受阻。洛川县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以增量政
策为指引，持续跟进帮扶。中心工作人员化身“店
小二”，每周深入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销售状
况，对企业面临的困难问题，能依据增量政策现场
协调解决的当即办理，无法现场解决的通过县周

“解难”会议专项研究，借助增量政策的创新举措
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全面掌握企业情况，对于企业的困难，
依据增量政策争取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就
通过专门会议利用增量政策资源研究解决，确保
企业能充分享受到增量政策的红利。”洛川县民营
经济服务中心副主任党海军介绍说。

政务服务中心作为洛川县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窗口，在民营经济服务中心推动下，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提升服务能力。以增量政策为依
托，积极推广“陕企通”App，让企业通过此平台便
捷地提诉求、享政策、获融资等。

个体经营户李建军在了解到“陕企通”App功能后
前来咨询个体户转企业事宜，工作人员依据增量政策
导向，耐心指导其下载使用，使其顺利掌握流程并高
效办事。

“工作人员依据增量政策相关内容指导我下载
‘陕企通’App并详细讲解，这平台太方便了，能随时了
解政策信息，操作简单，是企业借助增量政策发展的
好帮手。”李建军说。

群众的认可激励着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截至目前，全县市场主体累计18051户，注
册“陕企通”用户 10889户，入库“五上”企业 159户。
在处理企业反映的 46条问题时，中心依据增量政策，
现场协调解决36条，通过座谈会解决10条，群众诉求
响应率、问题办结率和企业满意率均达100%。

在经济发展的新征程中，增量政策成为关键驱动
力。洛川县民营经济服务中心顺势而为，将优化营
商环境视为核心任务，借深化“放管服”改革与借鉴
先进经验双轮驱动，积极探索如何让增量政策在本
地民营经济领域落地生根。在一系列努力下，企业
与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洛川民营经济正逐步激活
新动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航道，诸多成效与亮点
也正逐步展现。

本报讯（记者 姜顺 通讯员 王前锋）“我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专业的技术团队，
可为大家在煤炭安全生产过程中提供支护材料
和设备维修等方面的定制服务。我们真诚地期
待与大家取得深入合作，一道共创美好未来。”
11月 28日，初冬的暖阳高照，在富县牛武镇安
子村西渠组的富县泰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厂区
内，一大早就显得格外热闹，公司总经理牛小刚
正热情地向受邀前来参加本次矿用产品及设备
维修服务推介会的嘉宾和煤炭企业负责人介绍
着企业的优势。

该公司是富县 2022年招引的一家主营矿
用锚杆生产、矿山机械制造、电气设备维修等

“服务+生产”型企业，公司一期投资 800万元，
主要用于大中型矿用设备维修和支护材料生产
系统配套设施项目建设。项目于2023年5月开
工，今年8月取得“煤安标志”并正式投产。

“9月15日，我们收到了牛武安喆煤矿2000
套、价值 6万多元的锚杆生产订单。11月 20
日，我们再次收到安喆煤矿 3000套锚杆、3000
支锚固剂、1000张网片和 500套锚索，价值 18
万元的订单。”牛小刚对公司刚起步的业绩翻倍
式的增长量感到欣喜的同时，更是对公司未来
的发展前景充满自信。他说：“下一步，我们公
司还将加快筹备用地15亩、计划投资1000万元

建设大型矿用设备维修车间的二期项目。投运
后，预计可实现亩均产值400多万元、亩均年税
收30万元，带动解决当地就业30余人。”

“2022年之前，我在延长石油延安能化公司
干过 3年的库管，村里来了金属制品的招商引资
项目后我就回来干了。”西渠组的村民司柏荣，他

为已是花甲之年的自己还能在家门口找到一份营
生而感到高兴。

司柏荣笑着说，他抽时间就可以把家里的 25
亩玉米种好，剩余时间能待在厂子里跟他喜欢的
机械打交道，一个月下来还有3000元的收入，公司
正式投产后按计件算会让他收入更多。

富县煤炭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志瑞说：“富县
泰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建成投产为周边煤矿提
供了高效本地化服务，对产业发展起到了有效的

‘补链’作用，缩短了企业维修等待期，降低了采购
成本，完善了县域煤矿相关的生产服务环节，增强
了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据了解，该企业的投产运营不仅可满足服务
全县以及周边市县矿山企业生产需要，更是富县
在煤炭产业链延伸上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该县
紧紧围绕“建设实力、绿色、幸福新富县”总目标，
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
要求，科学谋划，精准定位，持续加大对外宣传交
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狠抓招商引资，全力推动
产业扩容、结构升级，产业门类不断增加，工业增
长率持续攀升。特别是在煤炭工业发展中，富县
招引并消化适合本县煤炭产业发展的新项目、好
项目，进一步延伸煤炭产业链，达到“以项目促产
业、以产业促发展”的目的，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志丹县作为全国退耕
还林先行县，通过多种有力举措狠抓退耕还林补植补造工作，
持续巩固退耕还林工作成果，全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近期，在志丹县的山山峁峁上，一幅幅火热的劳作景象映
入眼帘。众多工人分散在林地间，挥锹铲土、挖坑栽苗，各个环
节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金丁镇胡新庄村，镇政府组织了专业的造林队伍深入山
区地块，工人们按照预先规划，逐片排查需要补植的区域，对苗
木缺失的地块进行详细标记。在补植过程中，他们选用当地适
应性强的苗木进行栽种，并严格遵循技术规范，确保树坑深度
和株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我们村需要补植的林地有 903亩，现在挖好育林坑的约
700亩，预计本月底全部完成。本次补植主要以洋槐树为主，为
了提高成活率，今后我们会加强监管并做好封山禁牧工作。”胡
新庄村党支部书记胡金山说。

金丁镇镇长王广明介绍说，该镇将退耕还林补植任务分解
到村、到户、到地块，采取划片包干的办法，做到任务分解、补植
措施、监督检查三到位，目前补植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
该镇将继续加大管护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封山禁牧工作，
加大投入开展补植补造，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补助政策。

同时，张渠便民服务中心也积极行动，大力开展退耕还林补植
补造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2024年退耕还林补植补造任务整地
面积400亩、栽植面积400亩，共栽植各类苗木3.52万株。

“地势好的地方栽的是山桃树，每个树坑之间的距离在1.5
米左右，地形不太好的地方栽的都是沙棘和洋槐苗。”张渠便民
服务中心王渠村施工负责人尚文勇说。

张渠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张彩平介绍说，中心按照统一调运苗木，统一组织上劳，统一
组织验收的“三统一”要求，积极动员群众进行补植补造。所有补植苗木全部要求蘸浆栽
植，做到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双达标，每亩按照不低于167株标准进行栽植。

近年来，志丹县高度重视退耕还林成果巩固工作，科学合理规划补植补造工作，根据
不同地块的实际情况，精心挑选了适宜生长的苗木品种，如山桃、沙棘、洋槐等，以提高苗
木的成活率和适应性。截至 2023年年底，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 133.68万亩，涵盖退
耕地还林80.66万亩，荒山造林52.12万亩及封山育林0.9万亩。

据了解，在推进补植补造工作的同时，志丹县也进一步强化了后续的管护措施，加大
封山禁牧的宣传与执法力度。一方面，通过张贴标语、发放宣传手册、出动宣传车等多种
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封山禁牧的重要性，提高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加强对林
地的日常巡查与监管，建立健全护林员工作制度，明确职责与工作范围，对违法放牧、破坏
林地等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切实保护好每一片来之不易的绿色。

服务矿山企业 延伸产业链条
富县泰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投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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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营经济释放新动能
——洛川县用好用活增量政策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服务者说

今年全县将新一轮退耕还林等补植补造工作作为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提升
造林质量的重要举措，加大退耕还林的补植补造力度，今年县财政拿出一定资
金，专门用于新一轮退耕还林不达标面积的补植补造工作，确保退耕还林面积全
部达标。在补植造林的过程中，重点抓好工程质量关、苗木质量关、栽植质量关、
检查验收关四道关口。此外，加强退耕还林地块的管理管护工作，在持续加大封
山禁牧工作力度的同时，加强林地林木的抚育管护和林地的占用审批等工作，确
保退耕还林成果持续巩固和生态质量的稳固提升。

——志丹县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张马贵

● 工人在挖树坑

● 工作人员检查全自动矿用支护托盘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