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灵秀的凤凰山下， 在袁庄村的百亩稻田
和贡米博物馆里活跃着这样一只美丽的金凤
凰，高挑的身材上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衣，白皙的
圆脸上嵌着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炯炯有神。 从她
厚厚的嘴唇中说出的话落地有声、 铿锵有力：
“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离不开这里，这里就是
我的根！ 我喝这里的水、吃这里的米，全家人都
非常健康！ 这里水好、土好、米好，人也诚实。 ”

她就是王凤琴， 是土生土长的恒口梅子铺
袁庄村人，也是陕西省第六批高级职业农民、安
康市“三八红旗手”。

1975 年 9 月， 王凤琴出生于恒口示范区袁
庄村三组。 2011 年，她从广东返乡创业，2016 年
12 月成立安康市汉滨区姐妹种植专业合作社，
担任合作社法人代表， 成为了一名敢打敢拼的
新时代农民。

初次见到她，是在今年 5 月 28 日的恒口示
范区插秧节上，那天上演了插秧歌舞、插秧诗朗
诵、秧田捉鱼、稻田插秧、拔河等广大农民喜闻
乐见的节目。 这一天，恒口贡米、贡米大姐王凤
琴以及姐妹农业种植合作社名声大噪。 插秧节
活动中，作为姐妹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凤琴
为参加活动的朋友们介绍了他们的恒口贡米。

稻花飘香、丰收在望的秋收前期，在王凤琴
和梅子铺多位农民企业家的带领下， 大家又一
次来到了贡米之乡。 在半黄半绿的稻田旁，看着
颗粒饱满的稻谷，闻着稻花的浓烈香味，听着王
凤琴的讲解， 我们一起感受着这即将丰收的喜
悦。

这里是稻鱼共养基地， 王凤琴说：“我们园
区流转土地 820 亩，年产优质富硒大米 300 吨，
辐射带动种植面积 2300 亩，带动附近（包括安
乐社区、棋盘乡等村）一起种植水稻。 通过土地

流转、园区务工、订单收购、社会化服务等方式
带动周边近千户群众增收致富。 用稻鱼共养的
模式，不打农药、不上化肥、无污染，培植出的稻
谷、打出的贡米香甜可口、营养丰富。 稻田里养
殖的鲤鱼、草鱼都长到两三斤重，在市场上非常
受欢迎。 ”

王凤琴说，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她更注重大
米品质的提升。 这些年，她一直在寻找大米的优
质品种，同时采用无公害种植的方式，确保大米
更符合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 2019 年，王凤琴的
大米获得了全国名特优新认证。 从去年开始，王
凤琴又进行了稻鱼共养的种养模式， 在提升大
米品质的同时，延伸产业链。 目前，稻鱼共养的
面积达到了 800 亩。 靠着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
方式，从去年到今年，王凤琴的合作社销售额达
到了 400 万元。

阳光下的她和香稻一样闪闪发光， 身上洋
溢着一位女企业家的干练和活力。 王凤琴告诉
我们：“我做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当时土
地都撂荒了。 2016 年，我和五个姐妹一起，在恒
口示范区袁庄村创办了姐妹合作社，种植水稻。

第一年流转了 500 亩土地，遇到大旱血本无归。
接下来的两年，合作社依然处于亏损状态，姐妹
们打了退堂鼓。 还没满 3 年，我的姐妹们都放弃
了，虽然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我不想放弃，因为
我回乡创业的目的就是想让这片土地富起来。 ”
王凤琴说，姐妹们退股时，她大哭了一场，但她
告诉自己，“我不能倒下，我要拼命奔跑”，在她
心里，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推广优质农产品、带
动大家一起参与致富， 是她一直以来最大的心
愿，于是她选择了坚持。 经过不断努力和学习，
2018 年合作社注册了耀银富硒大米商标， 王凤
琴的耀银富硒大米逐渐做出了特色， 备受市场
青睐。 如今，她又开始学习直播带货，通过线上
线下一体销售。

实实在在做事，兢兢业业做事业。 王凤琴的
努力最终得到了家人和村民的认可， 也得到了
政府的大力扶持。

2021 年， 王凤琴的爱人黄龙文从水电三局
辞职， 全心全意支持妻子搞现代农业。 王凤琴
说：“蛋糕大家要一起分着吃， 园区即将成立新
的股份有限公司 ,规划走‘支部+合作社+公司’

模式， 让农民有利可图， 利益共存让更多人致
富。 ”2020 年，园区稻鱼综合养殖面积 620 亩，建
设起了消费扶贫专馆线上+线下体验店。2021 年
稻鱼综合养殖 750 亩，带动周边农户 300 户 600
人，向村集体分红 16000 元，销售农产品 400 多
万元，人均增收 2000 元。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 然
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
牲的血雨。 ”王凤琴成功了，但她没有放弃学习，
没有止步不前。 “爱学习，肯吃苦，能坚持”，这是
身边人对王凤琴的评价，而她自己也认为，如果
没有这份坚守的信念，她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就像她做抖音直播，不懂就学习，不会就向别人
请教。

她积极参加各类培训， 包括线上网络培训
以及线下组织的高级职业农民培训、 新型经营
主体带头人生态渔业高素质农民培训、 全省党
员致富带头人培训、 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培
训等，经过三年的学习，终于在 2021 年取得了
“高级职业农民”资格，同年 12 月获得汉滨区女
企业家协会 “脱贫攻坚突出贡献奖” 和安康市

“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21 年获得袁庄村“巾
帼创业带头人”荣誉。 姐妹合作社经过几年的努
力，被评为“全国生态环保优质农产品包装试点
单位”。

在脱贫攻坚时期， 作为共产党员的王凤琴
从来不曾忘记自己的初心，柔肩挑重担，巾帼绽
芳华，她的芳华是践行初心，振兴家乡，带动乡
亲们共同富裕，过一段无悔的青春。 王凤琴说：
“我们积极担当扶贫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为脱
贫攻坚贡献力量、献爱心，并欢迎贫困户来合作
社务工就业， 并且鼓励他们回去认真学习种植
技术，坚持规范管理，依托合作社共走产业脱贫
道路。 ”

在如今的恒口示范区，在袁庄村的带头下，
以安乐社区为首的村庄已经开始广泛推广稻渔
综合种养、无花果种植、肉鸽养殖等一体化的绿
色种植模式，推行真正的兴农、利农、惠农产业。

去年开始加入合作社的安乐社区党支部书记
毛锋表示：合作社是一家以种植、收购、加工、销
售、 技术培训服务及生态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
性现代农业园区。 园区以优质富硒粮油种植加工、
销售为主导产业，采用良种繁殖、规模化种植、现
代化设备加工、专业团队营销的经营模式。 合作社
今后将结合 “目标运用+支部+公司+农户+合作
社+家庭农场”的模式，把“深加工+储存+冷链+产
研学+物流+农业体验观光”融入合作社的发展理
念当中，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道路，让更多的
人参与粮食种植，通过“电商+推荐+参加展销”把
恒口示范区 96 个行政村的农民种的东西卖出去，
让更多的人增收致富。

我们欣喜地看到，如今的梅子铺，无数个王
凤琴在成长，新农村正在崛起，凤凰山插上了金
翅膀，飞出了更多的金凤凰！

“目前汉滨区共为 1200 户企业办理留抵退税 3.1
亿元，为 540 余家小微企业共办理‘税银贷’8.33 亿元
……”在和税务工作人员张拥军的交谈过程中，让记
者最印象深刻的， 是他将数据都牢牢记在了心里，能
够脱口而出。

作为一名拥有 29 年工作经历的老税务人， 同时
也是汉滨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股长， 在张拥军看来，
这仅仅是税务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之一。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
策“直达快享”，汉滨区工作量大、任务重，几乎全区税
务工作者都参与到了政策落实推动中去。

召集各部门开会协调 ，到企业上门问需 ，给纳
税人宣传各项税惠政策……四月以来 ，整个汉滨税
务系统紧盯企业发展所需 ，以精细服务推动税惠红
利应享尽享。 除此以外，他们扎实开展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 ，通过加强 “银税互动 ”，联合邮政 、中行 、农
行、工行、建行、信合等金融机构，为企业办理“税银
贷”。

“很感谢汉滨区税务局帮我们享受到了 ‘税银
贷’，一期 300 多万元的贷款已经用于企业生产经营，
第二期贷款也快批下来了，这让我们更有发展信心。 ”
陕西集味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如是说。

“税银贷”，即以纳税信用信息为参考，向符合贷
款条件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发放的生产性流动资金
贷款。 在了解到该企业有贷款需求且纳税信用等级符
合条件后，张拥军便积极协调为企业办理“税银贷”。

“对企业来说，‘税银贷’ 为他们提供了和银行沟
通交流的平台，可以有效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
问题。 ”张拥军说，作为“纳服人”，积极主动服务，才能
帮助企业健康发展，才能让纳税人享受到政策红利。

为最大限度将税收政策宣传给广大纳税人，张拥
军积极运用纳税人学堂牵头开展培训， 仅 2021 年就
开展 12 次，惠及纳税人 2 万余户。 通过 12366、12345
平台为广大纳税人解决问题， 宣传国家各项税收政
策。

他清晰地记得，去年 11 月，一位自然人由于不小
心少缴了 0.06 元养老保险金，导致办理不了退休手续
和领不到养老保险金。 收到纳税人诉求后，他立即与
汉滨区养老经办中心联系，商议处理解决办法，同时
与省有关部门联系，1 天时间就为投诉人解决了长达

半年的难题。
在张拥军看来，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税收服务

员，不仅要为纳税人做好服务，更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工作能力和水平，笃学善思，保持学习，才能让工作更
出色。 通过不断学习，他考取了初级会计职称。

和张拥军相比，宁陕县税务局“95 后”干部吴骏涛
还是一名税务新兵。 无论是在平时的退税减税工作任
务中， 还是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出台以后，
他总是第一时间开始“充电”，一遍又一遍研读相关政
策，一次又一次琢磨政策要点，确保自己学得懂、答得
准、会操作。

今年新的政策出台后，纳税人缴费人有关退税减
税政策的咨询量激增。 为了及时给纳税人答疑解惑，
他主动将自己的手机号公布在纳税人微信群里，随时
随地解答大家的各种问题。

为了让每一户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纳税人能及
时全面地享受优惠政策，吴骏涛设计了税费服务明白
卡，卡上涵盖企业应享受的全部减税退税政策，满足
了每一户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小卡片承载着以纳税人
缴费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既提供点对点 “问 ”的渠
道，也提供面对面“办”的服务，以更加“为民、亲民、惠
民”“办问协同”式服务，做到全员办、全时办、全域办，
使纳税人需求响应更快、更准、更优。

通过自己不断地学习和实践锻炼，如今的吴骏涛
已成为同事和纳税人眼中一名妥妥的 “税务大拿”。
“这次的留抵退税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 也更加明白
了自己的职责所在。 我也会继续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为企业纾困解难，为纳税人答疑解惑，将更多政策红
利及时送到纳税人手中。 ”吴骏涛表示。

在全市税务系统中 ， 还有很多这样的 “纳服
人”，他们用优质服务赢得了无数纳税人的点赞。 尤
其是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实施以来 ，任务
集中且繁重 ，广大税务工作者克服困难 ，不断提升
服务能力和水平 ，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享受到了
政策红利。

一组数据见证着他们的努力：今年以来，我市累
计办理留抵退税 10.31 亿元，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
税费 1.41 亿元、“六税两费”减免 5984.12 万元……税
务工作者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服务，让税惠政策及时落
地落细，为我市广大市场主体送来了“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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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今年我国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目

前一揽子优惠政策落实进展如何？政策“及时雨”
怎样惠及更多市场主体？国家税务总局召开落实
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专题新闻发布会，就社
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介绍。

“放水养鱼”， 超 3 万亿元税费优惠
“礼包”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截至 7 月
20 日， 全国合计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
超 3 万亿元。 其中，20005 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
款已退到纳税人账户，超过去年全年退税规模的
3 倍；上半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 5074 亿元；今年
以来累计办理缓税缓费 5533 亿元。

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给企业送去“真金
白银”，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

王道树说，截至 7 月 20 日，小微企业已获得
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 1.25 万亿元；零
售、餐饮、旅游、交通运输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
难行业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缓费 5428 亿
元。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6 月份，全国小微企业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5.8%，比 5 月份提高 3.2 个百
分点；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销售
收入分别比 5 月份提高 7.5 个、19.1 个和 5.8 个
百分点。

减负“礼包”在促进企业经营加快恢复的同
时，还推动“新”动能快速成长。 增值税发票数据
显示，今年二季度，办理留抵退税的高新技术企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4%，增幅比无退税企业
高 1.8 个百分点；办理留抵退税的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5%，增幅比无
退税企业高 10.5 个百分点。

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蔡自力表示，大规模
增值税留抵退税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真金
白银”为更多市场主体送上退税“及时雨”，对提
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挥了
积极作用。

“春风”便民，确保政策直达快享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韩国荣介绍，
为确保税惠政策直达快享， 税务部门深入开展
2022 年 “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进一步创新宣传辅导模式、畅通税企
沟通渠道，增强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

“积极开展‘牵线补链’助企活动，利用税收
大数据助力企业供需对接、复工复产，帮助困难
企业进一步畅通产业链、打通供应链，今年 5 月
以来， 已累计帮助 3331 户企业实现购销成交金
额 90.59 亿元。 ”韩国荣说，税务部门还大力推进
线上 “一窗通办 ”、线下 “一厅联办 ”，全国超过
2400 个县区的 3800 个大厅为缴费人提供“一站
式”服务。

此外， 各地税务部门深入开展留抵退税、出
口退税“走流程、听建议”活动，目前已邀请 2.2
万余人参加 “操作系统亲自办”“走进大厅陪同
办”“深入一线体验办” 及实地走访企业等活动，
听取并积极响应意见建议 5700 余条。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谢文说，
为迅速落实国务院部署，国家税务总局明确在将
所有出口企业正常出口退税的平均办理时间压
缩至 6 个工作日内的基础上， 对于信用好的一
类、二类出口企业，将其正常出口退税的平均办
理时间压缩在 3 个工作日内，较全国平均进度提
速 1 倍。

严查狠打，进一步规范税收秩序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0 日，全
国税务稽查部门已查实涉嫌骗取或违规取得留
抵退税企业 5558 户， 涉及留抵退税款及挽回各
类税款损失合计 89.28 亿元；累计曝光 621 起典
型案件，其中虚开发票团伙案件 23 起。

“税务部门进一步加大精准打击大案要案工
作力度，将狠打骗退税工作全面融入税收监管全
链条一体化风险防控体系，既提高对不法企业的
打击效率，又避免对守法企业的不必要干扰。”国
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副局长江武峰说。

记者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把联合
打击骗取留抵退税违法犯罪行为作为 2022 年常
态化打击虚开骗税的重中之重，截至 7 月 20 日，
各地六部门已联合打击虚开骗取留抵退税团伙
153 个，联合查办涉嫌接受虚开发票骗取留抵退
税企业 1091 户， 挽回留抵退税及其他税款损失
12.67 亿元。

同时，为确保留抵退税政策落稳落好，税务
部门严肃查处税务人员失职失责、 违法违纪行
为，持续加大对内通报、对外曝光力度。

“紧盯税务人员在留抵退税政策落实中内外
勾结、通同作弊以及吃拿卡要、以税谋私等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国家
税务总局党建工作局局长刘雅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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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真诚服务纳税人
记者 李莹 通讯员 付明明

柔 肩 挑 重 担 巾 帼 绽 芳 华
———记安康市“三八红旗手”王凤琴和她的姐妹农业种植合作社

陈静华

本报讯（通讯员 敖利明）汉阴县城关镇中堰村位
于县城以南 1 公里处，属城中村。 近年来，该村坚持兴
产业、强基础、抓环境、建班子的发展目标，逐步探索
出了一条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021 年 3 月，该村支部书记邓超看着村里好田好
地撂荒时，除了惋惜，更多的是思考该怎样盘活土地
资源，让村民有收益、能致富。 他一户户走访、了解原
因，苦谋出路，当年 6 月带领村组干部入户做思想工
作，仅用 1 个月时间完成土地流转 500 余亩。

该村以“有机、富硒”为发展理念，发挥城乡区位
优势，发展富硒黄桃观光采摘园、有机蔬菜、蜂糖李等
产业，按建园规划一步步实现目标，在当年 12 月底完
成了园区一期建设。 目前，黄桃、蜂糖李、阳光玫瑰葡
萄等产业已初见成效，每年增收 30 余万元。 该村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观光产业，目前笃敬农业生态园
发展规模已达 750 余亩，发展各色蔬菜水果，实现增
收 20 余万元，发展荷花观光园 50 亩、休闲垂钓园 20
亩、油葵 150 余亩，逐步建成了“高质量+高水平+高标
准”的休闲观光现代农业产业园，今年上半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达 45 万元。

近年来该村勇啃“硬骨头”，如期完成了汉阴重点
项目红星美凯龙家居城建设的征地拆迁工作和外围
保障，使项目落户并顺利建成；完成了平涧一级路中
堰段的拆迁征地工作；完成了县重点项目新型农贸市
场征地工作；协调推动了汉阴火车站站前广场建设和
进站路建设。 重点项目的落成加快了村级实体经济的
发展，该村大力招商，采取“支部+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引进建成康孚毛绒玩具厂、新型农贸
市场、室内运动球场等项目，支持辖区房地产开发、商
贸、餐饮、仓储物流，带动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5 年
来，全村集体经济累计达 250 万元，为 200 余人提供
了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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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
石泉县池河镇千
亩李园大棚成片
坐落在蜿蜒连绵
的山丘上。经过近
5 年精心培育，池
河镇李子产业从
无到有 、 从小到
大 ， 发展有青脆
李、蜂糖李等十余
个品种。 2022 年，
池河镇 1600 余亩
李子产业营收再
创新高，总产值突
破 1000 万元 ，亩
产 毛 收 益 超 过
7000 元 ， 已成为
本土颇具名气的
富农增收特色产
业。

李珍 董长松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