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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边县形成了“菜、畜、薯”3个年产
值10亿级的主导产业和种植面积
达22万亩的特色产业，扶持了马季
沟“三变”改革示范村、东高峁村经
济联合社、西园则村集体经济、鼎
宏绒业等一批示范典型，不断增强
带贫益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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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 本报记者 薛秀红 文/图

金秋时节，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委、

县政府联合人民摄影报社共同举办的“全

国主流媒体看靖边”大型采风活动如期举

行。记者与采风团一行深入靖边县的田

间地头，听老区声音、看靖边变化，多角

度、近距离感受靖边县的新气象、新发展、

新面貌。

靖边县地处陕甘宁蒙交汇地带，位于

毛乌素沙漠南缘。截至2019年年底，全

县70个贫困村全部退出。2020年动态调

整后，靖边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722

户 15,616 人，在册贫困户 816 户 1393

人，今年将全面脱贫。

“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靖边县

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针对具体

问题，靖边县从土地流转、产业扶贫、移民

搬迁、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下功夫，

把脱贫举措落实落细，彻底拔掉穷根。”靖

边县扶贫办副主任熊永平介绍说。

移民搬迁
完善后续配套扶持机制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靖边县易地

扶贫搬迁规模为1992户7415人，全部为

集中安置；共建成5处集中安置点，现已

全部完成竣工验收。

记者见到68岁的郑国程时，他刚下

班，还穿着橙红色工作服，面色红润。郑

国程原住东坑镇硬地梁村，生活环境艰

苦，长期租房住。2017年，他一家4口成

为享受危房改造补助109户中的一户，

易地搬迁至幸福家园。如今，他们一家

人住在90平方米的楼房里，花费5万多

元装修了房子，家电、家具一应俱全。“我

和老伴儿被安排在小区环卫所上班，一

个月加起来有2500元的收入，两个儿子

在外打工。小区通了天然气，冬天取暖

还有补贴，好日子真的来了。”郑国程笑呵

呵地说。

东坑镇党委副书记宋红义介绍说，幸

福家园共安置161户610人，其中东坑镇

64户222人。

随后，记者来到东坑镇黄家峁村四组

张彦兵家。55岁的张彦兵看上去要比实

际年龄沧桑不少，体型瘦瘦的。张彦兵的

大儿子已经成家单过，妻子和女儿患有精

神分裂症，没有劳动能力，家里靠他和小

儿子支撑。

2016年，张彦兵家被识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8年，他用3.7万元政府资

金对原有住房进行了翻修。如今，4口人

住在4间房里，屋里摆放着一些简单的家

具用品，略显空荡。

张彦兵向记者介绍说，4口人均享受

低保，家里10亩地1年能有1万元的收

入，还养着10只羊。去年，他们家年收入

3万多元，“两不愁三保障”已达标，退出了

贫困户序列。“现在日子有了奔头，我还要

再加把劲儿。”张彦兵干瘦的脸上露出一

抹笑意。

“我们建立和完善了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机制以及稳定的脱贫长效机制，从

制度上保障脱贫攻坚政策的连续性。”熊

永平在一旁介绍说。

产权改革
循环生态农业前景广阔

近年来，靖边县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和土地托管等模式，解决了外出农户土

地撂荒问题，实现了土地稳定收益。

在黄蒿界镇马季沟村的一片开阔地，

记者登上一个小山包，顿时被眼前的一幕

震惊到了——目之所及是一片黄澄澄的

水稻田。经镇长王彦荣介绍，记者才得

知，马季沟村处于无定河支流二道河流

域，历史上一直有“泡稻子”的传统农业。

但由于过去包产到户，土地零散，加上以

前土地坑洼不平，不便于机械化作业，无

法形成规模化种植，群众便自然而然改种

了玉米和其他作物。

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民的“三变”改革开展以来，马季沟村7个

村小组耕地10,497亩、林地39,200亩、

树木22,000棵等全部收回由集体统一管

理经营，村民按股分红。

“今年我们镇从乡村振兴项目中安排

资金350万元，对二道河流域2000多亩

农田进行了平整改造，新建了2座拱水

坝，维修加固了1座淤地坝，新打了3眼水

井，新建了U型灌溉水渠10公里及配套

设施。”王彦荣指着稻田介绍说。

去年，马季沟村试种了 200亩稻花

香，平均亩产500余斤，每斤20元，去除

成本，每亩净收益达到8000元左右。“为

了进一步提高收益，今年村里探索发展

循环生态农业。合作社在 100 亩稻田

中试验养殖辽蟹，每亩可增加收益

2000 元~3000 元，到时候稻田养蟹亩

产值就能达到 1万元。”村书记张迎军

乐得合不拢嘴。

“马季沟村土地经过整合改造集体经

营后，种植水稻的收入比种植玉米和其他

作物的收入翻了几番，带动了全村脱贫致

富奔小康。”王彦荣赞许道。

产业扶贫
小萝卜大产业远销海外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关

系到脱贫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近年来，东

坑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探索推广“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蔬菜

产业。今年，全镇仅胡萝卜种植面积就达

50,000余亩。

“我们选用红金川优良品种，并采用

机械化深松整地、撒肥、起垄栽培，水肥一

体化节水灌溉，机械化收获等种植集成技

术，胡萝卜亩产可达6000公斤以上。由

于品质优良，每公斤胡萝卜可卖到1.6元~

1.8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宋红义说起

胡萝卜产业滔滔不绝。

在黄家峁村一个胡萝卜加工现场，记

者看到，胡萝卜从车上卸下来后，直接进

入清洗机器里。经过3次清洗，胡萝卜焕

然一新，被传送带送到操作台上，再经由

工人挑选——去除品相不好的，按照个头

大小装袋、装箱。宋红义顺手递给记者一

个胡萝卜，一口咬下去，清脆中带有一股

甜香的味道，果然名不虚传。

“我们东坑胡萝卜远销北京、上海、重

庆、山东、武汉、长沙等地，出口韩国、日

本、马来西亚、阿联酋，是西北蔬菜种植大

镇。”宋红义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在

靖边县很广泛，记者在宁条梁镇也看到了

同样的生产场景。

熊永平介绍说，目前全县形成了“菜、

畜、薯”3个年产值10亿级的主导产业和

种植面积达22万亩的特色产业，扶持了

马季沟“三变”改革示范村、东高峁村经济

联合社、西园则村集体经济、鼎宏绒业等

一批示范典型，不断增强带贫益贫效果。

巩固提升
项目资金缺口仍然较大

近年来，靖边县依托独特的资源、厚

重的文化和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着力推

动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

绩。2019 年，靖边县地区生产总值

389.85亿元，居陕西省县域经济GDP排

名第3位。

“然而，由于靖边县属于非贫困县，上

级扶贫资金投入较少，加之贫困人口集中

在南部白于山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严重

滞后，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巩固提升

需要投入的资金量很大。”熊永平坦言，一

是道路建设养护、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

等资金缺口大；二是农网改造升级批复资

金有限，严重影响电网改造进度；三是饮

用水项目投资大，包括氟改水在内的项目

资金缺口较大。

熊永平表示，村集体经济这几年有

了起色，但缺乏特色，存在单一化、同质

化等问题。虽然靖边县采取了多种正向

引导、反面约束的措施和办法，但仍有贫

困户难以做通思想工作，主动致富意愿

不强，过度依赖帮扶政策，自身参与的积

极性、主动性不高，“庸懒散”“等靠要”现

象依然存在。

“办法总比困难多。县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安排了5个常态化指

导组，分片区对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常态化督导，确保各项工作有效、有序推

进，重点任务保质、保量完成。”熊永平信

心满满。

到田间地头看老区可喜变化
陕西靖边县从土地流转、产业扶贫、移民搬迁、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等方面下功夫，把脱贫举措落实落细，彻底拔掉穷根

□ 本报记者 刘 念

□ 张志勇

为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立足

现有资源，依托互联网先进技术，成功探

索出一套“4+1”立体化办税缴费新模式，

即“云智能自助办税厅+车购税远程办税

自助办税点+24小时自助办税点+不动产

登记交易一窗联办点+实体办税厅”，纳税

人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打造智能办税“云平台”。2019年，咸安

区投入资金260万元，与湖北航天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合作，采用“云办税+自助终端”技

术，建成湖北省首个云智能自助办税服务厅，

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冲

红、实名采集、医保缴纳等30余项服务，覆盖

60%以上的日常涉税业务。今年2月以来，

云智能自助办税厅累计受理各项办税业务

66.4万笔，免费寄递发票4.45万份。

实现车购税远程办理“一体化”。整合

交通、交警、市场监管、银行等多方资源，

在咸宁恒信汽车城、长城汽车4S店、凯鑫

二手车交易市场设置3个车购税远程一

体化服务点。车主在购买新车后，可以第

一时间在汽车销售点完成购车、缴税、上

牌等事项，实现“一站式”购车、缴税、完税

凭证打印，避免在汽车4S店和办税服务

厅之间来回跑，有效减轻了群众办税负

担，降低了办税成本。今年以来，3个车购

税远程一体化服务点办理新车缴税业务

量占全市车购税业务总量的80%。

构建24小时自助办税“一张网”。2018

年以来，咸安区累计投入150余万元，在

文笔大道、长安大道等居民密集路段建设

了2个24小时自助办税厅、4个社区便民

办税点和4个邮政大厅医保社保自助终

端办税网点，纳税人可以自助办理增值税

普票、专票、定额发票领用，发票代开，纳

税申报、发票认证、医保缴纳等业务。其

中，自助申报缴税领票一步到位，全程用

时不到10分钟，为纳税人“全天办”“就近

办”创造了条件，极大方便了周边群众。

实行不动产登记交易“一窗办”。在区

政务服务中心设置 3 个新办纳税人登

记、不动产交易窗口，为新办企业提

供涉税事项一站式服务。据统计，税

费申报、代开发票等业务办理时间可

缩短 50%以上，精减其他部门证明资

料 70 种，149 个办税事项可以实现即

时办结，占全部办税事项的 74%。与

此同时，在实体办税厅大力推广“码

上报”系统，前台办税人员通过扫描

纳税人信息二维码即可获得相关信

息，纳税人申报业务办理时间由过去

的至少 15 分钟缩短到现在的不到 1

分钟，大大减少了排队等候时间，提

高了办税效率。

“4+1”立体化办税新模式高效便民
湖北咸宁咸安区采用“云办税+自助终端”技术，建成湖北省首个云智能

自助办税服务厅，覆盖60%以上日常涉税业务

本报讯 记者邢成敏报道

日前，湖南娄底市与三一集

团有限公司、湖南师范大学

举行项目签约仪式，三一液压

油缸智能生态工业城、三一重

卡零部件产业园、三一路机灯

塔工厂和湖南师大附属学校

（春元学校、涟源三一学校）等

5个重大项目正式落户三一

娄底产业园，签约总投资100

亿元，有望拉动相关配套产业

投资100亿元。

签约仪式上，三一集团

董事长梁稳根表示，三一集

团史无前例地一次性在一个

地方同时落地多个项目，希

望通过这些项目，为家乡创

造第一家过百亿元的本土企

业。希望通过教育，为家乡

培养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

共同建设更加美丽富饶的家

乡、共同建设更加繁荣富强

的祖国。

娄底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非指出，要大

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发

展工程机械及配套产业，为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

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

地作贡献；要把三一产业园

建设作为制造强市关键工程

和娄底转型升级的关键项目

来抓，全力推进以三一为龙

头的工程机械及配套产业，

以涟钢、VAMA为龙头的

钢铁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

举力打造娄底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双引擎”。

据悉，三一娄底产业园

投资规模大、产业链条长、产

业关联度大，社会经济效益明

显，签约项目将进一步增强产

业集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

产业档次、促进产城融合、促

进娄底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大项目同步落户湖南娄底
签约总投资达100亿元

本报讯 日前，来自福

建省粮储局的消息称，10月

19日~21日，第三届中国粮

食交易大会在福建省福州

市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并同期在厦门开展世界粮

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活动。

本届大会由开幕式、展

览序厅、优质粮油产品暨相

关技术设备展览、产品和项

目推介、专场交易、洽谈签

约、论坛等七部分组成，结合

福建销区特点，突出产销合

作，展示粮食全产业链发展

成果。

其中，优质粮油产品暨

相关技术设备展览共设立贫

困地区消费扶贫展区、优质

粮油产品展区、粮油机械设

备展区、粮食科技成果展区、

主食厨房设备及相关产品展

区、对外合作展区、全产业链

数字化展区、金融服务展区

等8个主题展区。

产品和项目推介活动不

仅现场推介各省优质粮油产

品，还将设立直播间，开展直

播带货，同时深化产销协作、

搭建对接，对相关地方政府、

粮食产业园区推介的招商引

资项目进行筛选，并在国家

粮食电子交易平台发布。

专场交易会将启动好粮

油交易平台，组织好粮油专

场交易，引导企业参与平台

采购和销售，并对本届交易

大会期间集中成交的具有代

表性的交易成果和项目推介

成果集中签约。

据了解，中国粮食交易

大会是我国粮食产销领域的

品牌盛会，过去两年先后在黑

龙江哈尔滨、河南郑州成功举

办，在产销衔接、品牌营销、成

果推介、产学研合作等方面

取得丰硕的成果。

（丁 南 武艳杰）

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福州召开
启动好粮油交易平台，组织好粮油专场交易

本报讯 青岛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级“青

岛市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服

务标准化试点”项目近日通

过终期评估。据悉，青岛地

铁集团是全国轨道交通行

业第二家通过该项目评估

的企业。

高度重视，有效推进。

青岛地铁集团高度重视标准

化试点工作，在公司原有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的基础上，根据

试点工作需求成立了以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为组长，集团

各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的公

共服务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

设立了标准化办公室，配备专

兼职标准化人员457名并全

部持证上岗。

体系科学，贴合需求。

青岛地铁集团在原有运营

服务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全

面优化，运用先进理念建立

起基于业务蓝图的公共服

务标准体系，涵盖4个子体

系、28个二级子体系、84个

三级子体系，共计 1096 项

标准，其中国家标准18项，

行业标准2项，地方标准5

项，集团标准 6项，分公司

级标准有 1065 项，标准覆

盖全面、标准体系结构合

理、层次清晰，体系内标准

内容科学合理、贴合实际，

成为试点标准化建设的有

效技术支撑。

强化实施，落实到位。

青岛地铁集团确立了全员参

与的基本原则，形成了分公

司—中心—部门—车间—班

组五级公共服务标准实施体

系，将庞大的标准体系逐级

下沉，实现了各级组织便捷、

准确地获取执行标准，为标

准的落地提供了体系支撑。

通过建立三级标准化检查机

制，标准实施及评价工作实

现了从“事后纠正”到“事前

预防”的转变。

亮点突出，成效显著。

青岛地铁铁集团在标准化建

设中创新性地提出基于业务

流程蓝图制定标准、利用新

媒体多种方式宣贯标准、依

托班组建立标准实施体系推

动标准落地等具体做法，以

多种措施促进服务内涵升

级、以技术创新丰富设备服

务功能、以特色服务打造服

务品牌，将标准体系的建设

与加强服务效能建设相结

合，各项运营指标达到国内

同行业先进水平。

（孙 俨 赵 宗 姜 钰）

“青岛市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服务
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终期评估
建立起基于业务蓝图的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黄蒿界镇马季沟村试种的200亩稻花香丰收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