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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 走进旬阳市关口
镇，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工厂园区，处处
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镇村干部干
劲十足，以奋斗的姿态奔跑开局。

伴随着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与清脆的
金属材料碰撞声， 在关双旅游路一号桥
施工现场，工人们有的在焊接金属构件，
有的在浇筑混凝土， 一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 现场可见，桥墩主体结构已经完
工，旁边的预制梁整齐排列，所有人都在
为项目的早日建成而努力奋战。

“开年以来 ， 我们按照项目业主要
求，正紧抓工期，科学组织，合力高效推
进，工人们都拧成了一股绳，全力冲刺五

一前竣工！ ”施工工地项目负责人介绍。
在建的关双旅游路一号桥位于关口

镇关子沟口，紧邻 316 国道，是整条旅游
路的控制性工程，桥梁的架通对于改善东
区路网结构，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
重要意义。

走进关口镇泥沟村四组烤烟育苗基
地，一个个育苗棚规范有序，村党支部书
记郭昌锋正信步走在田间，检查大棚保温
情况。

“近期气温回升，我们村紧抓农时，正
集中开展烤烟育苗，努力实现产业发展开
门红！ ”郭昌锋说，“今年‘两干会’上镇领
导宣读了烤烟、辣椒产业考核奖惩办法，

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
性！ 今年我们计划流转土地 100 亩，重点
发展烤烟产业， 力争实现村集体经济组
织扭亏为盈！ ”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 ”该镇为
切实发挥产业振兴在巩固衔接中的重要
引领作用，通过认真调研，决定把烤烟和
辣椒两项产业作为富民强镇的特色产业
来抓，制定印发了考核办法。 当前，各村
两项产业育苗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在该镇新社区工厂， 数十名工人精
神饱满， 在自己的工位上有条不紊地操
作设备进行缝纫、充棉、质检等工序。

“我们厂于正月十二复工生产，当前

订单充足， 工人们对今年的工作充满信
心，正在紧张忙碌地组织生产。”工厂负责
人田忠爱介绍。

“自社区工厂开办以来，已有效吸收
附近 100 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实实在在解
决了群众就近就业难题， 增加了群众收
入。 ”关坪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刘富宪说。

据悉， 为做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两手抓”“两不误”，该厂严格要求工人返
岗前后落实防控措施，坚持佩戴口罩、保
持间距、常态化测量体温，保证生产顺利
进行。

昔日“孔雀东南飞”，今朝“喜迎雁归来”。近
年来，岚皋县蔺河镇充分挖掘乡贤资源，以乡情
为纽带，进一步优化环境、搭建平台，发展“归
雁”经济，在特色产业、社区工厂等重点领域优
选投资项目，推动资金回流、技术回移、人才回
乡。

位于蔺河工业园区内的捷明阳皮具有限公
司，是岚皋县推进“归雁经济”招商引资的重点
企业之一。该公司董事长胡祥峰告诉笔者，为了
帮助他们公司在园区落户， 县上专门安排由蔺
河镇和六口工业园区负责点对点为他们服务。
目前， 该公司已建成专业化厂房 3000 余平方
米，办公和生活区 1000 平方米，年产值达 5000
万元以上。

“因为我们是租厂房， 一年也是几十万块
钱，这个都是政府及时地奖补给我们，减轻我们
企业的负担和压力。 2022 年准备增加一些新的
设备，发展箱包和钱包之类的产品，业绩肯定比
2021 年更高。 ”胡祥峰说。

今年 35 岁的李道鹏也是“归雁”中的一员。
一直在外创业的他眼看家乡抱着原生态的 “金
饭碗”，便动了回乡发展的念头。 2021 年，他回
到家乡创立起了以藤茶产业为基础的安康黑土
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建成基地 300 亩、 厂房
1200 余平方米，并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工等
形式带动 50 余户农户增收。

李道鹏告诉笔者， 岚皋蔺河镇这块的营商
环境非常好，作为蔺河的本土人，他想回来做事
业，为家乡做一点贡献。

近年来 ，蔺河镇牢固树立 “乡村振兴 ，人
才为先” 的发展理念 ， 深挖乡土人才资源优
势，积极引导外出能人返乡创业 ，反哺家乡建
设 ，带动农民就业和农村发展 ，激发 “归雁经
济”内生动力，助推乡村振兴持续发展 。 截至
目前 ，该镇 2022 年一季度已落地 300 亩古藤
茶园区及加工厂 、7.5 万尾陆基养鱼基地 ，新
建一条白茶加工生产线 、 拟投资 3000 万新建 1.2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
房。

蔺河镇党委书记易昕表示，“蔺河镇将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发展归雁
经济：建好机制促回归，成立‘归雁经济’领导小组，出台实施办法，建立
归雁人才库，吸纳蔺河籍在外创业人士，同时鼓励在返乡人员就近就地
到园区务工；搭建平台促回归，召开‘归雁经济’座谈会，通报县情镇情，
听取意见建议。 同时发挥乡贤会作用，及时传递招商政策和务工信息；跟
踪服务促回归，积极策划包装一批康养旅游、富硒产业的重点招商项目，
吸引在外创业者返乡投资兴业。 ”

3月起新设个人经营收款码对你我有啥影响？
权威解读来了！

新华社记者 吴雨

疫情防控不松懈 复工复产两不误
通讯员 曹睿

人勤春来早，奋蹄赶秋实。 在复工复
产的号角声中， 白河县宋家镇一大批企
业相继开足马力抓生产， 全力冲刺虎年
工作“开门红”。 走进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农民、工人忙碌的身影，园区忙管护 、农
民忙春耕 ， 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

“孩子在上初中，出门打工又放心不
下，这下好了！ 如今家门口建起了社区工
厂和儿童托管中心， 上班既能照顾家庭
也不耽误工作。 ”在安康麦哚毛绒玩具有
限公司宋家镇分厂的生产车间内， 太平

社区二组搬迁户蔺娇脸上洋溢着笑容 ，
她一边操作锁边机， 一边感慨。 今年 37
岁的她凭借年轻肯干、手脚麻利，在作为
技术工人的同时， 还负责工厂的日常管
理，每月增收 3000 元左右。

“刚过完春节，我们工厂就全面复工
复产， 目前每天都有十余名工人上生产
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去年的熟练工人，
也有今年新招的一批。 现阶段工人们正
铆足劲头抢生产、赶订单，后续还会继续
招工。 ”该公司负责人薛正双介绍。

不负春光 、不误农时 。 在陕西峻源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香椿基地里 ，数
十名工人弓着腰， 穿梭在田间地头 ，忙
着松土、锄草、补栽香椿幼苗，大家劲头
十足……

“从 2017 年至今， 我们基地陆续新
栽、管护成熟香椿园 600 余亩，今年预计
再新发展 200 亩。 ”陕西峻源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香椿项目负责人王姣表示 ，
目前公司的香椿加工厂及生产线已建设
完毕，预计清明节前后便可投入加工，主
要生产销售香椿酱、 香椿干等系列香椿
制品。

“年纪大了出门打工没人要，现在在
香椿基地干活，每天还能挣上百来块钱，
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了。 ”村民刘祝国
满怀希望地说。 管护香椿园，工作时间自
由，离家近、待遇好，不仅如此，刘祝国还
将家里的 5 亩闲置耕地都流转给了园区，
土地流转金加上务工工资， 收入有了双
重保障。

“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山，现在成了香
椿园区， 园区的培育和建设有力促进了
火焰村特色产业发展， 同时通过土地流
转、劳务用工、收购农产品，直接或间接
带动 60 余户群众增收致富。”据火焰村支
部书记王煜介绍，如今这百亩香椿园，已
经发展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之一。

伴着明媚的春光， 走进焦赞村的招
牌企业———白河县希望农产品加工合作
社，一杆杆红薯粉条正在悬挂、晾晒。 生
产车间内热气腾腾， 六七名工人组成一
条生产线，经过打芡、捞粉、晾粉等多道
工序，金灿灿的红薯粉条便成型了。

“多亏了粉条厂，让我们不用出远门
也能挣大钱。 ”正在晾晒红薯粉的工人贡
宗芳侃侃而谈， 言语间是对未来美好生
活的期待。 凭借着质量过硬、口碑好，合
作社生产的红薯粉条和洋芋粉在市场上
很走俏， 并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县内
外学校企业达成了长期供货协议。 “现在
我们正在加紧生产订单， 每天红薯粉条
生产量在 1000 公斤左右。 ”不仅如此，白
河县希望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在大力发展
粉条加工生产的同时， 不断扩宽产业链
条，发展涵盖了生猪养殖、腊肉制作 、黑
花生种植、 特色农产品加工销售等多个
领域，在产业发展、带贫增收的道路上阔
步前行， 逐步成长为焦赞村乃至宋家镇
的靓丽名片。

“发展产业和稳定就业是增加群众
收入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也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性举措。 ”为保证
节后本土企业有序开工、 外出务工人员
稳岗就业，宋家镇积极贯彻“春风行动”，
迅速成立 10 个村级劳务公司， 积极开展
项目招引投资、劳务大招工、外出务工人
员精准岗位推送系列行动。 伴随着逐渐
回升的气温， 该镇上下全面掀起了项目
建设的热潮， 镇内各企业开足马力抓生
产，广大群众实现稳岗就业，为巩固扩展
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前，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微信支
付、支付宝分别发布公告，对优化条码支
付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新设的“个人
经营收款码”引起普遍关注。

个人收款码还能用吗？ 哪些人可以
使用个人经营收款码？ 用户成本会增加
吗？ 记者近日独家采访中国支付清算协
会有关负责人， 对热点问题进行了权威
解读。

个人收款码继续能用

在早点摊点份煎饼果子， 对着摊主
塑封的二维码扫码付款；在菜市场买菜，
扫一下“码牌”进行支付；在夜市淘到心
仪物件， 通过商贩打印好的二维码扫码
支付……

3 月 1 日起，对消费者而言，这些熟
悉的支付体验没什么改变， 二维码收款
依然能够满足支付需求。 不同的是，在支
付机构的后台， 部分商户会从此前的个
人收款码转为个人经营收款码或商户收
款码。

去年 10 月 ，人民银行发布 《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
务管理的通知》，对收款条码支付提出一
系列管理要求， 并将于今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按照相关要求，“具有明显经营活
动特征”的用户通过收款服务机构（如微
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商用收款码。

按照人民银行有关规定， 支付协会

提出了行业自律建议，专设“个人经营收
款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将于 3 月 1 日
起提供个人收款码升级邀约服务。

使用个人经营收款码有何好处？ 支
付协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方面，个
人经营收款码可接受信用卡付款， 还可
以获得账务管理、交易对账、特定营销等
增值服务。 另一方面，个人经营收款码还
能更好地实现交易风险防控， 更有效地
保障用户资金安全。

支付宝公告称，升级后，用户原有的
收钱免费、提现免费等权益将继续享有，
还将会享有更高的“敢收敢赔”保障额度
等权益。 微信支付则表示，可提供经营账
本、经营分析等服务。

哪些用户可以新设个人经营
收款码？

随着 3 月临近，不少摊主、商贩格外
关心自己是否需要转码。 支付协会公告
明确表示， 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使用新设
的个人经营收款码。

也就是说， 用户是否新设个人经营
收款码，自己说了算。 支付协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鼓励和引导“具有明显经营活动
特征”的用户使用个人经营收款码，但绝
非强制性的“一刀切 ”，绝大部分用户不
受影响， 特别是零星销售自己生产的季
节性农副产品或自身手工小商品的乡镇
居民、 城市地摊流动商贩等用户基本不

受影响。
微信支付的公告表示 ，3 月 1 日之

后 ，结合用户收款情况 ，将陆续通过微
信收款助手消息通知等方式发出邀请 ，
在用户自愿情况下提供个人经营收款
码。 支付宝也表示 ，将结合用户的收款
特征 ， 对用户发出个人收款码升级邀
请。

如果不想申请个人经营收款码 ，现
有个人收款码也不是不能用了。 微信支
付和支付宝也表示，3 月 1 日之后， 不管
是否升级，个人收款码都可以继续使用。

使用个人经营收款码会增加
成本吗？

在去年 10 月的通知发布后，人民银
行有关人士就明确提出， 要制定配套服
务解决方案，确保服务成本不升、服务质
量不降。

此次支付协会公告提出，服务不减、
体验不变，赋码过程免费。 对此，支付宝
表示， 升级过程完全免费； 微信支付提
出，用户可免费领取物料码牌。

支付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充分考
虑流动摊贩等客户的实际情况， 对申请
个人经营收款码的小微商户、 个人经营
者，按照“就低不就高”原则，参考个人收
款码标准收费，减少商家财务成本。

有人担心， 申请个人经营收款码手
续烦琐。 支付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支付

机构将按照最少、 必要原则精简提交的
材料，并主要通过在线方式提交。 有的个
人商户仅需要提供个人信息、 店铺头像
或摊位照片即可。

管好收款码 守住老百姓 “钱
袋子”

当前， 个人收款码存在的风险隐患
不容忽视。 出台相关要求，正是为了加强
行业管理，堵住漏洞，斩断非法链条 ，更
好地保障个体商户资金安全。

央行此前提出，对于通过截屏、下载
等方式保存的个人动态收款条码， 明确
应当参照执行个人静态收款条码有关交
易限额、 禁止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等
规定。

有人担心， 一些合理的远程收款需
求会受到影响， 比如老师在家长群使用
个人收款码代收费等。 支付协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可对有正
当合理需求的用户实行白名单管理 ，支
持远程收款功能。

近期 ，有用户反映 ，有人打着 “个人
收款码升级”“更换码牌”等旗号，进行诈
骗。 支付协会公告提醒会员单位畅通渠
道，加强和用户的沟通解释，避免不法分
子借机诈骗。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提醒
用户，若有相关人士上门推广，请谨防诈
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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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 增收致富忙
通讯员 贺余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