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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之前我们对出口退税业务的办理
流程不太熟悉，税务部门的耐心指导和
政策辅导，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据
漾濞微农源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企业
法定代表人马亚琳介绍，近日，该公司
成功办理了首笔出口退税 54.96 万元，
助力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实更稳。

漾濞县是大理州的核心核桃产区，
核桃栽种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 3500

多年前，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漾濞微
农源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企业主要从
事核桃及农副产品的加工和销售等，今
年开拓了产品出口越南缅甸的业务。
但受疫情影响，核桃生产、加工和销售
受到了一定冲击。

当地税务部门在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时，了解到企业的困难和出口计划，
第一时间向企业宣传最新税费优惠政

策，并组织业务骨干成立出口退税管理
团队，对企业出口退税业务开展实地调
研，通过电话、微信等“非接触式”线上
服务渠道，“一对一”辅导企业线上提交
出专人负责审核跟进，确保各环节迅速
办结，退税尽快到账。

“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笔出口业
务。10 月底快速到账的退税直接增加
了我们的流动资金，缓解资金压力，为
我们抢抓市场机遇提振了信心。”马亚
琳表示，下一步企业将加大技术创新投
入，提升核桃加工水平，继续拓展出口
市场，打开产品销路。

漾濞县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出口是本地企业首次签订外贸订单
出口，实现了大理核桃自营出口的新
突破，对于助力核桃产业发展、打造核
桃品牌具有重要意义。税务部门将进
一 步 落 实 落 细 各 项 出 口 退 税 优 惠 政
策，加快出口退税审核、办理速度，持
续释放服务优化升级叠加效应，扶强壮
大龙头企业，助力核桃产业对外贸易稳
健发展。

［郭 雅 文／图］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是
中央和省、市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举
措，大理市公共汽车公司党总支按照上级工
作步骤、工作任务、组织保障的要求，主动担
当作为，积极统筹协调，及时制定了《大理市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方案》，
全力推进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

一、成立专门工作组，压实工作责任
为使工作全面有序开展，成立了国有企

业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工作领导组，由公司
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担任组长，班子成员担
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参与的专项工作组，
积极推动工作进程。

二、加强督促指导，形成工作合力
扎实做好以下工作：做好摸底工作，由

党办和综合部牵头梳理公司退休人员基本
情况，核准移交人数、党员组织关系、人员
户籍地和常住地，按照退休人员户籍所在
地分类整理、列表造册，整理好人事档案；
做好舆论宣传，由基层党支部牵头智能部
门参与向退休人员做好关于移交社会化管
理工作的政策宣传、解读，阐释重要意义，
坚持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引
导退休人员理解改革、支持改革，营造良好
社会舆论氛围，做好管理服务工作，按照退
休人员户籍所在地分类，结合退休人员日
常生活居住地的实际，由公司移交工作领

导组办公室直接与接收国有企业退休人员
社会化管理的街道和社区接洽，及早做好
前期准备，确保移交工作顺利进行；做好人
事档案移交和党组织关系转接，按照属地
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积极对接大理市档
案局，做好公司退休人员档案移交工作，对
移交人员的档案进行规范化整理，同时做
好退休党员党组织关系转接前党费缴费基
数核准、党费收缴、党员基本信息汇总，与
街道和社区党组织密切联系，做好转接前
的衔接工作；做好移交后服务工作，坚持做
好移交后关爱老职工、服务好老职工的各
项工作。

三、加强协调联动，明确处理时限
为按时做好退休人员移交社会化管理

工作，公司领导组明确了工作时限，督促各
部门在规定的时限内分类分项推动移交工
作，确保上级精神贯彻落实到位，移交工作
有序稳妥推进，取得成效。目前，各项移交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罗琴丽］

漾濞县税务局：出口退税助力核桃产业对外贸易

漾濞县税务局工作人员到漾濞微农源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向企业负责人了解
企业情况。

大理市公共汽车公司稳步推进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移交社会化管理工作

□ 通讯员 张炳全

金秋十月，2395 平方公里的鹤
阳 大 地 上 ，处 处 洋 溢 着 丰 收 的 喜
悦。和煦的微风，送来了缕缕稻谷
的清香，也给 28.19 万鹤庆各族儿
女送上了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

鹤庆是全国 832 个、全省 88 个
贫困县之一，也是全国 14个连片特
困地区扶贫开发县。脱贫攻坚开
展 以 来 ，鹤 庆 县 始 终 坚 持 精 准 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累计投入
扶贫资金 48亿元，精准抓实各项扶
贫措施，“一针一线”补齐短板，“一
砖一瓦”夯实基础。2019 年底，实
现两个贫困乡镇、59 个贫困村退
出，8251 户 31420 名贫困人口全部

“清零”，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13.32%降为 0。

面对复杂的自然条件、特殊的
贫困状况、艰巨的脱贫任务，鹤庆
县尽锐出战、攻坚克难，推动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成果。2018
年 9 月，顺利通过国家贫困县退出
考核，成为云南省首批脱贫摘帽的
15 个县市之一；2019 年州“两防一
抓”评价结果为好；2016 至 2019 年

省级年度扶贫成效考核连续 4 年
为好；被评为 2018年大理州扶贫先
进单位、2019 年云南省扶贫先进集
体 、2020 年 云 南 省 旅 游 扶 贫 示 范
县，在 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工
作中群众满意度为 100%。

五年来，鹤庆县始终紧紧围绕
贫困群众增收，扎实推进产业扶贫
和就业扶贫。坚持“多业并举、多
点开花、多元发展”思路，依托蚕
桑、绿色蔬菜、优质水果、乳业和畜
牧业、烤烟、中药材、藕鱼立体种养
殖及休闲观光农业等八大高原特
色农业和 3941 个扶贫基地、9 个规
模奶牛养殖场、357 名致富带头人、
220 个扶贫车间、1428 个公益性岗
位 等 ，实 现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100%得到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
持 ，当 年 脱 贫 人 口 人 均 纯 收 入 由
2014 年 的 3604.38 元 增 加 到 2019
年的 10068.17元。

始终敢为人先，因地制宜提出
“改善基础设施脱贫一批”，贫困地
区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改善。2019
年底全县公路总里程达 3669.5 公
里 ，乡 镇 和 建 制 村 通 硬 化 率 达
100%，成功创建为“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创造性地采取“低水高
用、异地调水”方式规划建设了六
合燕子崖提水等五大片区安全饮
水保障工程，彻底破解了贫困山区
饮水之困；推进小城镇和中心村农
村电网升级改造以及通信基站新
建改造工程，实现行政村通 10千伏
和自然村通 380伏动力电，城镇、农
村电网供电可靠率分别达 99.88%
和 99.8%；实现所有行政村通宽带
通光纤、4G 信号全覆盖。

始终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为最大的 民 生 工 程 ，举 全 县 之
力 攻 克 教 育 、医 疗 、住 房 和 饮 水

“ 四 大 堡 垒 ”。 五 年 来 ，投 入 8.54
亿 元 用 于 改 善 学 校 办 学 条 件 ；累
计投入资金 2.02 亿元全面落实义
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近三年
来，县级投入 2279.55 万元，共资助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子 女 26815 人
次。抓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化建设，筑牢“四重医疗保障”，有
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让广
大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能 够“看 得 上
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全县 9
个 乡 镇 均 建 有 标 准 化 乡 镇 卫 生
院，114 个行政村均建有标准化卫

生室；截至 2020 年 9 月，全县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普通门诊就诊 49.67
万 人 次 ，特 慢 病 门 诊 就 诊 1.26 万
人次，住院人次 2.23 万次，共报销
费用超过 1 亿元。累计投入资金
超过 4.7 亿元，抓紧抓实住房保障
及 易 地 搬 迁 安 置 ，全 面 消 除 农 村
C、D 级 危 房 ，确 保 群 众“ 住 有 所
居 ”。 着 力 推 进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先 后 实 施 了 燕 子 崖 提 水 等 五
大饮水工程，有效保障了 7 个乡镇
39 个村 8.71 万人和 20.9 万头大牲
畜 的 安 全 饮 水 ，全 县 集 中 供 水 率
99.1%、自来水普及率 96.5%、农村
饮水安全保障率 10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摘帽
后，鹤庆县聚焦高水平总攻、高质
量收官目标，坚持“四不摘”原则，
紧盯短板、精准施策，持续巩固脱
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确保贫困
群 众 稳 定 脱 贫 不 返 贫 ，真 正 使 贫
困 户 在“ 幼 有 所 育 ”“ 学 有 所 教 ”

“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劳有所
得”“业有所成”“老有所养”上得
实惠，为实现乡村振兴、同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发起脱贫攻坚总攻战发起脱贫攻坚总攻战

鹤庆：交出收官之年脱贫攻坚合格答卷

永平县城观音河畔绿化景
观带一隅。（摄于 11月 15日）

永平县城观音河畔绿化景
观带占地面积 7111.45平方米，其
中 步 道 2731.16 平 方 米 、绿 地
4380.29 平方米、景观桥体 95.55
平方米，绿地率 61.59%。工程投
资 441.38 万元，其中公厕建设投
资 50.07 万元。在长达 350 多米
的景观带上，绿树挺拔、芳草萋
萋、花团锦簇，吸引不少市民前
来小憩，感受一番别样美景。

［通讯员 张 馨 摄］

本报讯（特 约 记 者 张 树 禄
通讯员 罗康） 近年来，巍山县五印
乡探索实行“支部牵头、典型培育、
示范推广、定时清运、市场运作、无
害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切实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五印乡以鼠街村委会为试点，
采用公私合营模式处理生活垃圾，
于 2017年 3 月成立了巍山县五印乡
思思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与五印乡
政府签订了垃圾处理清运合同。

实行全面收费制度，收取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每人每年垃圾清运费
150 元，农户每人每年 50 元，将所收
取的费用全额用于垃圾清扫、清运和
保洁工作支出。公司员工从 2017年
的 5人增加到现在的 11人，承包价格
由 2017年的 20万元／年增至今年的
40万元／年，形成“有偿清运+奖励
性绩效”的垃圾市场化运作模式。

目前，环卫公司有各类环卫车
6 辆，垃圾桶 360 只，勾臂箱 22 只，
环卫工人 11人，清运布点 160多个，
日清运处理垃圾达 8 吨，实现了“户
清 扫 、组 保 洁 、村 收 集 、乡 转 运 处

理”，确保农村垃圾定点收集、准时
清运、及时处理。今年5月20日，五印
乡与重庆秋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合作协
议，由五印乡负责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厂的厂房及附属工程建设，重庆秋
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偿捐赠该乡
价值 350余万元的热解炉一套，并负
责安装调试和技术培训。今年 6月，
又投入 166.8万元，实施了五印乡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

今年 10 月，总投资 96 万元的
巍 山县思思环保服务有限公司颗
粒植物燃料厂建成投入使用，每小
时可生产植物燃料颗粒 1 吨，每天
可生产植物燃料颗粒 8 吨，目前市
场 价 为 900 元 每 吨 。 通 过 垃 圾 分
类，每天可将 50%左右分类后的垃
圾进行有效利用，加工生产成植物
燃料颗粒，通过垃圾分类减量，变废
为宝，循环利用，降低了当地烟农生
产烤烟、果农烘烤干果、农副产品加
工的燃料成本，实现了垃圾分类减
量和有效利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互利共赢。

巍山五印乡开启垃圾无害化处理新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周应良） 连日
来，州委宣传部以集体观看中共中
央介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新
闻发布会、干部职工学习、中心组理
论集体学习、组织理论宣讲等多种
方式，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

州委宣传部要求，全州宣传思
想文化战线各级领导干部要先学先
悟，精准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做到
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细一些、学
实 一 点 ，把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好 党 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把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 书记两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有
机结合，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省、州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围绕中心工作、顾全大局，全力推动

大理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发展。
州委宣传部强调，各级各部门

要周密部署，精准统筹媒体力量抓
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优势，州
级“一报一台”和各县市融媒矩阵要
开设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专栏，
及时转载中央、省、州等主流媒体的
重点报道以及全会精神权威解读，
广泛报道全州各级各部门学习宣传
贯彻情况以及举措成效，围绕全州
中心工作加强宣传策划，讲好“大理
故事”；要结合实际，精准开展调查
研究，把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与大
理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起
来，与大理州“十四五”规划的制定
结合起来，与大理州干部群众的思
想状况结合起来，用“十四五”美好
蓝图激励全州干部群众更加有方
向、有信心、有力量地阔步向前。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开启新征程 创造新伟业

州委宣传部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 特约记者 李武华
通 讯 员 吴 江

初冬时节，来到弥渡县红岩镇
高寒山区清水沟村委会，村委会门
口对面，一栋小楼房格外显眼，这
是村民毕春的家。毕春一家 8 口
人只有老人在家，毕春夫妻俩带着
儿子、儿媳妇、孙女在普洱市孟连
县从事蜂蜜收购及经营活动，年收
入 35700 元。房子已建了 350 平方
米，春节回来时，还花了 10 万元请

了两个施工队装修房子。
十多年前，东村村民熊平面对

一贫如洗的家境和四面漏风的房
子，怀揣致富梦想在下关办汽车修
理厂。十多年后，他通过外出打工
办厂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楼房，圆了
自己的致富梦。

红岩镇清水沟村是一个彝族聚
居的深度贫困村，共有 512 户 2103
人，地处高寒山区，人均耕地不足
0.2亩，产业发展条件受限。该村因
地制宜，强化技能培训，有效引导

1215 个劳动力转移就业，2019 年劳
务收入占村总经济收入的 80%，贫
困发生率从 97.8%降至 1.9%，成为
弥渡县依靠就业脱贫的典型村。

5 年来，弥渡县健全转移就业
长效机制，做好劳务输出供需对接，
提高转移就业组织化程度，采取有
组织大批量的对外输出和县内就近
务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技能培训
输出一批、劳务对接转移一批、落实
奖补鼓励一批、发展产业稳定一批、
扶贫车间吸纳一批、乡村公岗安置

一批、创业扶持带动一批“七个一批”
促就业助脱贫，截至目前，全县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已外出务工 3.11 万
人，42个扶贫车间全面复工复产，吸
纳劳动力 2424人，其中贫困劳动力
601人。开发就业扶贫信息员、道路
维护员、河道治理员、农村保洁员、生
态护林员等具有公益性、临时性的
乡村公益性岗位 3152个，无法离乡、
无业可扶的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
业。“一人打工全家脱贫”，就业成弥
渡群众脱贫增收的“压舱石”。

就业成为弥渡群众脱贫增收的“压舱石”

中石油云南大理销售公司洱源腾飞加油站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间。（摄
于 11月 17日）

随着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的持续推进，洱源县机关、企业、商户、群众环
境卫生整治意识不断增强。 ［通讯员 赵菊芳 杨锦元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