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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依托第28个

全国税收宣传月，国家税务总

局忻州市税务局紧紧围绕“落

实减税降费，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这一主题，在全市范围开

展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宣讲辅

导活动，切实加强对“走出去”

“引进来”企业的税收政策宣

传与辅导，为企业送上国家减

税降费政策的“大礼包”。

山西管家营法兰锻造集

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锻钢法兰和各种锻件的私营

股份制企业，2011年于美国

得克萨斯州休斯顿投资成立

管家营法兰锻造股份有限公

司，占比100%。该公司一

直是税务部门重点支持的外

向型企业，并被纳入了全市

税收服务“一带一路”企业名

录。4月22日，由忻州市、定

襄县两级税务部门组成的专

项服务小组来到公司厂区，

以“走出去”企业需求为导

向，实地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及存在的困难，就企业所关

心的涉及境外所得税收抵

免、税收协定解释和执行等

企业普遍关注的跨境涉税政

策进行了详细讲解，向企业

发放《税收服务“一带一路”》

宣传服务手册，为企业提供

现场答疑与针对性辅导。

“一路走来，税收政策的

扶持一直伴随着我们企业的

发展，过去5年，税务局经常

向我们宣传优惠政策，提供

实际帮助。今天，又把国家

最新的政策送到家门口，我

们‘走出去’更有信心了！”山

西管家营法兰锻造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在“一带一路”

倡议发起以来，忻州市税务

部门始终以纳税人为中心，

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推出

了“一带一路”活动日、“走出

去”“引进来”企业个性化辅

导、境外投资涉税风险“早告

知”、税务咨询热线等一揽子

服务措施，积极为“走出去”

“引进来”企业提供境外税收

资讯、风险防范和维权服务，

建立联系走访制度，提供点

对点、一对一服务，不断提高

服务质效，让企业真正享受

到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及增

值税改革、个税改革、降低企

业负担等税收优惠“组合拳”

带来的红利，在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着力构建内

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进程

中，将更多中国和世界机遇

变为本土机遇。

今年，忻州市税务部门

还将结合2019年税务总局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出台的

4大类13项52条便民办税

服务举措，深入企业一线走

访调研，积极创新管理和服务

举措，实地走访重点企业。办

税服务厅开设“一带一路”税

收服务专栏，门户网站及微

信公众号发布相关税收政

策，积极向企业宣传国家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各项

政策以及税收协定签订情

况，并及时提醒、帮助企业

规避和消除在境外投资经

营活动中潜在的各类涉税

风险，确保企业全面准确地

掌握可享受的各项税收待

遇和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健

康快速发展。 （王 琛）

□ 本报记者 余云全

五月的江南，春意依旧盎

然。在浙江杭州城北皋亭山风

景区千桃园一座仿古的书院

内，时而人声喧哗，时而静肃稀

声，原来这里正举行着一场场

以“新时代党员干部学国学”

的公益活动。来自杭州的40

多名党员干部近日正在聆听

一场名为《文化自信与精神力

量》的讲座，活动的主讲者正

是书院的主人——杭州同文

国学书院院长、知名国学学者

楼纪洋博士。

提起楼纪洋博士，学员们

对他的讲学都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这样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接地气，有新意，将传统文化与

党性修养结合，大家深受启

发。”来自杭州市政府政策研究

室的学员张处长说。“课堂学

习、现场实践是一次心灵的洗

礼，更是一道用中华五千年优

秀文化制作的文化大餐。学员

学习要听得进去，才能行得深

入。”杭州市中医院党办林主任

听课后感受良多。

据了解，杭州同文国学书

院“新时代党员干部学国学”活

动面向在杭州的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开展丰富的国学、党

课教育，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党

建文化相结合，提升党员、干部

的党性修养和人生修为。该活

动自开展以来，浙江省、市领导

多次莅临指导，点赞学院在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建文

化的核心价值观、廉洁奉公的

时代精神和仁爱孝义的传统美

德，培养向上的价值观念和向

善的品德修养上作出了有益的

探索，千余名杭州的党员干部

在这里学习聆听。

谈到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

公益活动？楼纪洋说：“2008年

10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曾视察这里，指出党员教育要

寓教于乐，因地制宜，因势利

导。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一名

市政协委员、省青联常委，作为

国学学者、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发起将传统文化与党建文化相

结合的公益活动，就是为了牢

记嘱托，知行合一，新时代要展

现新作为。”

“我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员

干部学国学，一是增强文化自

信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

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

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二是益

智、修身的内在需要。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校讲话时指出，各

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

智，以学修身。三是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

需要。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

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

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

的精神命脉。四是干部教育

培训的重要内容。《干部培训

规划》中提出，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学习教育，引导干部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文化观，不断提升精

神境界。”楼纪洋对有关传统

文化与党建文化的融合发展

总结式地说道。

□ 武平仁

说起老宝兴的面粉，老一辈

的江苏徐州人也许并不陌生。

新中国成立之前，徐州的工业被

称为“两个半烟囱”，其中最大的

便是火车站附近宝兴面粉厂的

烟囱。宝兴厂历经百年沉浮，是

徐州工业化早期的开拓者，是徐

州人值得珍惜的老工业遗产。

初建宝兴

宝兴堂始建于1919年，创

始人是杨树诚。杨树诚是河北

盐山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

（1885）的一个佃农家庭，身世凄

苦。14岁时，他流落到天津，被

从事勘探技术工作的美国工程

师许勃看中，收为身边佣工。

16岁时，杨树诚经许勃介绍，进

入河南焦作一家煤矿公司，21岁

开始跟随英国人勘锐克学习地

质勘探技术，1911年晋升为勘探

工程师。1919年，杨树诚辞去煤

矿的职务，开始了自主创办实业

的道路。

1919年，杨树诚和他的侄子

杨鹤轩在徐州的镇平街买了一

处四合院，又买了3部车床和工

具，开设了一个铁工（修理）厂。那

时的徐州工商业没什么基础，加

之兵荒马乱，铁工厂终日冷清，杨

树诚便利用厂房为外商收购羊

毛，生意还不错，当时的居民戏称

“毛工厂”，这就是宝兴面粉厂的

前身。

20世纪初，军阀混战，过往

徐州的军队大量抢购土面，面粉

畅销。杨树诚由此想到，徐州地

处黄淮平原，盛产小麦，交通便

利，燃料充足，如果在徐州办个

面粉厂，一定大有前途。他当机

立断，倾尽4万元（银币）的资金，

一边建造厂房，一边用分期付款

的办法，在济南美商慎昌洋行订

购了一套面粉加工机器，招募了

120余名工人，并报经铜山公署

批准后投入生产。据说，当时日

产面粉800袋（22公斤装），名之

曰：“钻石牌”，这就是远近闻名

的宝兴“洋面坊”。

风云徐蚌

宝兴面粉厂成立后，经全厂

上下努力，产品颇受欢迎，除供应

徐州市场以外，还畅销河北、陕西

等地，供不应求。杨树诚趁势又

在蚌埠投资60万银元，动力设备

和机械设备采用国外产品，建立

了占地40余亩的宝兴第二面粉

厂，工厂很快垄断了皖北一带的

小麦，所产宝兴“洋面”充斥市场，

当地许多手工磨坊被其取代。之

后，宝兴面粉厂还租用了济宁的

济丰面粉厂，日生产面粉3000

袋，史称宝兴第三面粉厂。

宝兴面粉厂经过1928年和

1935年的二次扩建，日产面粉

5000余袋，由此保持了企业在

技术与规模上的领先地位。据

杨春曦、汪智和杨士卓所著

《杨树诚》介绍，宝兴面粉厂的原

料采购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

在市内各主要粮行采购。第二

种是在津浦、陇海铁路沿线采

购，每年小麦新麦上市，赴津浦、

陇海铁路沿线定点收购。当时

西至归德、开封，东达新安、镇

海，南到宿县、固镇，北抵贾旺、

柳泉，都有宝兴面粉厂采购人员

的足迹。第三种则是政府提供

原料，委托宝兴面粉厂代加工，

然后交付官方转供军用。

在产品的销售上，宝兴面粉

厂在徐州市内设多处代销点，供

应当地民食。另外，一部分向外

省市推销，开封、郑州、西安等地

的商人来厂采购，然后在陇海铁

路沿线销售；一部分供应军需，

军队除采购一定数量的面粉外，

当时宝兴面粉厂所产麸皮的绝

大部分，均供应军队喂马。宝兴

面粉基本上是在徐州市销售

45%，陇海西线各地销售30%，

津浦北线一带销售25%，产品辐

射到西北、华北多地。

为了保证生产原料小麦的供

应，宝兴面粉厂每年秋种之后便

派出专人奔赴淮河流域四乡八村

去预订来年的小麦，先付给农户

半数粮款，待到来年小麦收获时，

一边付给农户余下的粮款，一边

收上新麦。为此，年复一年，宝兴

面粉厂从未出现过因原料供应不

足而影响生产的事情。

供应军粉

杨树诚与抗日名将李宗仁

是旧相识。1927年李宗仁任国

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北伐占领

徐州时与杨树诚结义为兄弟，之

后交往甚密。日本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后，南京于1937年年底

失陷。杨树诚为保存实力，筹划

将位于安徽蚌埠的宝兴面粉二

厂迁至西安附近的扶风。就在

此时，李宗仁出任驻守津浦铁路

沿线的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徐蚌两地大军云集，为解决粮

源，李宗仁在徐州召见杨树诚，

希望他不要临危而退、举厂内

迁，要为保障五战区军粮民食做

出贡献。杨树诚当即应允并表

示：“全力以赴，日夜开工，确保

五战区的军粮供应无虞。”宝兴

面粉厂停止了内迁行动，工人们

日夜加班加点，赶制军粉。

据档案资料记载：当时徐州、

蚌埠两地面粉厂每天生产面粉共

计1500余袋（每袋净重50磅），

全部交给第五战区兵站总监部

运走，然后分运各部队。为了

满足前方战事的需要，杨树诚

除了全部捐出库存面粉之外，

还派出人员赴沿淮各地收购

小麦，全厂工人日夜加班生产

面粉。

1938年5月，蚌埠和徐州的

宝兴面粉厂先后沦陷，但两处面

粉厂已供应了第五战区的面粉

总计达60多万袋，这对支援江

淮御敌、台儿庄会战的胜利起到

了一定作用。

徐州解放

1948年12月1日，天刚过半

夜，宝兴面粉厂的护厂职工听到

有人敲门，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这时隆隆的炮声不断从远处

传来，火光在徐州的东南烧红了

半边天，工人们守在厂内，是为了

防备歹徒趁机抢劫。虽然大伙在

前些天就看见国民党银行用面粉

厂的锅炉烧票子，知道他们想跑，

但也没曾想共产党来得这么快。

后来，解放军从大门缝塞进肩章、

帽徽，才证实了其身份。

打开宝兴面粉厂的门，看见

战士们都在寒风中站着，拖着疲

乏的身子，听到连长的命令后才

进入厂内。后来听说解放军的

大部队还在西关，没粮食吃，工

人们就从仓库扛出100多袋面

粉送到西关。

两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徐

州军管会的魏杏林带了一个工

作组进驻宝兴面粉厂，就住在厂

里的西楼。工作组和粮库联系

加工军粉的事宜，使工厂很快就

正常开机生产。当时正值淮海

战役打得正激烈之时，宝兴面

粉由民工支前大军用汽车、马

车、小推车不分昼夜地运往西

南前线。为此，解放军的文工

团还带着腰鼓队到宝兴面粉厂

慰问工人。

改制国营

1949年4月1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管会宣布宝兴面粉厂

被代管，隶属山东省生产部。生

产部指派朱肖岩任经理，原军管

会的工作组长魏杏林作副经

理。为避免接管时造成混乱，执

行了党的“三不动”的政策，原厂

206名职工原人、原职、原薪保留

下来。军管会积极组织生产，开

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开展抗

美援朝活动，直到1952年宝兴

面粉厂划归地方管理，全部资产

收归国有，改名为地方国营徐州

宝兴面粉厂。杨树诚因抗战期

间宝兴面粉厂被侵占为株式会

社，以汉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两

年，缓刑两年，但党和政府按照

给出路的政策，将杨树诚安置在

淮北烈山煤矿任探矿工程师，并

给予了优厚的待遇。

1957年，徐州市粮食加工总

厂与宝兴面粉厂合并为“国营徐

州宝兴面粉总厂”。早先几家私

营小面粉厂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后组成的新兴面粉厂，也成为宝

兴面粉总厂的第一分厂。全厂职

工斗志昂扬，群策群力，“战青岛”

“跨西宁”，产品的质量和出粉率

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

1960年宝兴面粉厂经徐州

市政府报请粮食部批准建造新

厂，地址在徐州市东郊下淀。

1964年7月改名为徐州面粉厂。

1988年7月，徐州面粉厂和徐州

下淀粮库合井，成为厂、库合一企

业。1994年10月经原省体改委

批准，组建以徐州面粉广为核心，

以徐州市六朝松食品厂等两家单

位为紧密层，以徐州粮油食品总

厂等5家为半紧密层，以24家相

关单位为松散层，集科、工、贸为一

体的跨行业、跨地区的省级集团。

1983年，徐州面粉厂生产的

“六朝松”牌面粉被中商部评为

信得过产品；1995年“六朝松”牌

面粉被评为江苏省名牌产品，

2001年“六朝松”获江苏著名商

标称号。1999年企业通过质量

体系认证，并获得了进出口自营

权。“六朝松”面粉不仅在淮海经

济区十分畅销，而且在东北、西

北、京、闽、粤、桂等地占有很大

份额，同时还打入了美国、韩国、

新加坡等国外市场。

百年品牌

2001年7月，维维集团入主

徐州面粉厂，维维品牌和六朝

松、宝兴堂品牌强强联手，徐州

面粉工业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

页。维维六朝松不断进行技术

改造升级，提升生产工艺，同时

从生态农业入手，建仓收粮，不

断延长产业链条，向着集粮食收

储、加工和贸易一体化的现代化

企业发展。

公司在徐州建成了30万吨

小麦配套处理车间，日加工小麦

1000吨，年产各类面粉20多万

吨。公司还在徐州建成了60万

吨的粮食收储基地，成为维维

“大粮食、大食品”战略重要板

块。“维维六朝松”牌系列面粉已

连续12次被徐州市技术监督局

推荐为“质量信得过产品”；系列

小麦粉被国家相关部门认定为

“放心”面粉，公司获诚信粮油企

业、放心粮油进农村示范加工企

业等称号并进入中国小麦加工

企业50强。

1919年~2019年，从宝兴堂

到六朝松，一路走来，沐浴百年风

雨，铸造百年辉煌；展望未来，维

维六朝松向着新的目标，正焕发

出新时代的勃勃生机。

沐浴百年风雨 铸造百年辉煌
——江苏徐州宝兴面粉厂发展变迁纪实

浙江杭州千余名党员接受心灵洗礼
国学学者楼纪洋讲“国学+党课”

山西忻州税务局“真金白银”送福利
在全市开展“一带一路”税收政策宣讲、

辅导，为企业提供点对点、一对一服务

“音乐潮农”创业记

河北饶阳“套餐式”服务为办税提速
2019年以来，河北省饶阳县税务局推行办税“套餐式”服

务，将原来需要多次办理、分别审核的多项涉税业务整合为一

个“套餐”，开设快速通道，进一步压缩流程，优化营商环境。

图为在饶阳县涉税分中心，窗口工作人员为民营企业家讲解

简便纳税流程。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今年32岁的郑云波是湖北省宜昌市秭归

县人，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2012年，在大城市

打拼几年后，郑云波回到家乡承包了100多亩蜜

柚种植基地。一个学音乐的年轻人，回乡承包

果园，这在家乡引起不小的震动。回乡承包果

园后，郑云波利用自己的所长，录制音乐发微

博、微信，上网宣传推销成熟的脐橙、蜜柚等水

果。没想到，这个举动让他成了“网红”。“这个

宜昌小伙长得真像林志颖！”。多家电视台邀请

他登上明星模仿秀之类的节目。

“耳边轻轻是泉水流淌，好吃的橙子深山

里藏。心窝里暖得像塞满了阳光，果农的喜

悦挂在脸上……”郑云波把家乡的水果写进

歌词，应邀参加全国各地的演唱会。回到果

园，郑云波挥锄种植、采摘、包装脐橙，在农民

和演员两种身份中切换，人们亲切地称他为

“音乐潮农”。

如今，郑云波联合村里100多名村民成立了

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与10多个年轻人成立了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年营业额突破千万元，

还通过村民土地入股、签订购销协议等方式，帮

助100多名村民实现脱贫走上致富路。

图为郑云波（右二）、妻子李娜（左二）与创

业伙伴们在湖北省宜昌市城区新开的水果店内

向顾客展示水果。

新华社发（郑家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