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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阮孟玥）近日，记者

从芜湖市鸠江区税务局获悉，为扎实做

好纳税信用等级管理，推进落实守信企

业税费优惠政策，该局持续创新信用惠

企 便 民 举 措 ，助 力“ 守 信 激 励 、失 信 惩

戒”成为社会共识，为共建营商环境、促

进经济发展贡献纳税信用支持和税费

统筹力量。

自今年初安徽省税务局正式发布

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以来，鸠江区税

务局已受理纳税信用补评、复评及信用

修复申请合计 32 户，服务企业退税金额

1300 余万元。

“恢复信用等级后，鸠江区税务局

帮助我们顺利申请到 1300 多万元的存

量留抵退税款，缓解了公司资金周转的

燃眉之急。”芜湖保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 5月，鸠江区税务局在走访中发

现，芜湖保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营

发展面临资金困难，据进一步了解，该企

业虽存在符合退税条件的期末留抵退

税，但是由于纳税信用评级被系统判为

M 级，不符合申请留抵退税的信用等级

条件，无法享受到留抵退税的政策红利。

经调查核实，鸠江区税务局工作人员

发现该企业的扣分指标属于系统取数有

误，按照规定可以通过纳税信用复评对该

指标进行调整，于是当即辅导企业通过电

子税务局线上提交纳税信用复评申请，并

迅速履行审批流程，为其复评调整信用等

级。最终，芜湖保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通过复评成功获评为 B级，还在鸠江区税

务局的帮助下享受到留抵退税“智能预

填、一键退税、极速审批”服务。

“随着纳税信用体系日趋完善，优

质的纳税信用日益成为企业长远发展

的‘金字招牌’。”鸠江区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孙向阳说，“信用管理不是给失

信 主 体‘ 断 后 路 ’，而 是 为 其 行 稳 致 远

‘谋出路’。”

今年以来，鸠江区税务局紧抓纳税

信用等级管理和提醒工作，通过开展信

用知识入企、入校活动，针对性地提醒

注意信用评级扣分点，辅导纳税人减少

因对流程规范的不了解、管理细节上的

疏忽等原因造成的评级扣分，并提供信

用修复机制，为守信企业取得良好的纳

税信用评级护航。

目前，鸠江区税务局正在继续坚持

加强信用动态管理，助力守信企业敲开

“政策门”，引导失信企业主动纠正失信

行为，帮助更多市场主体及时享受信用

资产，为企业发展纾困凝聚“信用力量”。

·编后·
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良好营商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经济循环

高效畅通具有重要意义。芜湖市鸠江

区税务局积极推进“信用修复+留抵退

税”工作，不断提高信用修复服务效能，

在帮助企业放下“包袱”重新出发的同

时，进一步督促企业提高责任意识，以

良好信用为企业发展赋能。

完善信用体系 加强信用管理

芜湖开展信用修复助企“增信减负”

■ 本报记者 柏 松
本报通讯员 岳满文

“跨地区办理‘一照多址’，真

是省时又省力。”日前，淮南市小乙

摄影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自豪

在毛集市场监管分局窗口成功办

理营业执照后，高兴地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淮南市毛集实验区

市场监管部门积极落实优化营商

环 境 改 革 举 措 ，推 进“放 管 服 ”改

革，打造“金牌店小二”服务团队，

持 续 推 进“一 网 办 理 ”、综 合 窗 口

“一窗出件”、全流程“零费用”、证

照同销、经营场所备案及企业注销

便利化登记。

在毛集实验区，“分支机构集中

统一登记”的方式打破了登记地域

限制，企业分支机构登记业务办理

地点选择从“一点”变“多点”，多个分

支机构同时办理从“多处跑”变“一

处办”，真正实现了“集中办、统一

办”。通过“全程网办”“跨县区”“全

市通办”“一照多址”“一证多址”备案

以及“个转企”等方式，让更多的惠民

暖企政策服务企业和群众，有效降低

了市场主体登记的制度性成本。

“几分钟就办好了变更手续，

太方便了！”日前，在毛集政务服务

大厅窗口，安徽一大药房连锁企业

相关负责人刘婵凤说。

刘婵凤所在的医药总公司位

于毛集实验区，旗下医药连锁企业

涉及淮南市 42 家分公司。因业务

需要办理凤台县、寿县、田家庵区 3

家分支机构财务负责人变更信息，

但总公司和 3家分公司在各个县区

不同区域，按照惯例需要分别到 4

个区域的政务大厅才能完成办理。

“跨县区办理，只需提供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码、手机号、电子邮箱等信息，全程

网上申请办理。”在毛集实验区市

场监管分局服务窗口，“金牌店小

二”马晔的一番指导，让刘婵凤茅

塞顿开，她备齐了相关信息变更材

料，当天就顺利办结了 3 家分公司

财务负责人信息变更业务。

“我们将持续探索创新审批服

务 方 式 ，围 绕 企 业 开 办 、变 更 、备

案、歇业、注销等全生命周期提供

集成服务，着力破解企业发展过程

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更深层次推

进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便利化，助力

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淮南市市场

监管局毛集分局负责人许孝飞告

诉记者。

金牌店小二 服务不打烊
记 者 近 日 来 到 六 安

市叶集区平岗街道富岗

村，在当地友佳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内，果农们将一

箱箱秋月梨运到冷库中，

一旁的工人们忙着为秋

月梨称重、分类、装箱，发

往上海、杭州、广州等地。

“今年是我种秋月梨

以来收成最好的一年，产

销两旺。”说起今年的收

成，友佳公司负责人朱成

友笑得合不拢嘴。

从 2018 年开始从山

东引进秋月梨品种，朱成

友家如今已有 700 多亩梨

园，其中 400 多亩进入了

丰产期。今年下半年风

调雨顺，他的果园秋月梨

亩产超 2500 公斤，其中精

品梨超过 1500 公斤。

“梨子全部做成礼盒

发货，绝大部分都发往长

三角地区和北京、广州等

大城市，每公斤梨子批发

价 12 元至 16 元不等。除去农资、人工等费用，

每亩秋月梨有 1万元左右利润。”朱成友说。

秋月梨水分大、甜度高、口感细腻，已经成

为了平岗街道水果产业的香饽饽。

“我们街道有 7000 余亩秋月梨，其中 4000

余亩已经进入了丰产期。我们还引进了其他

品种的梨树，梨园总面积已达万亩。”平岗街道

农村建设发展中心主任彭良成告诉记者，当地

先后与鲜丰水果、上海蔬菜集团等行业龙头企

业建立合作关系，打通了直销长三角地区高端

市场的供销渠道。

为进一步推动水果产业发展，平岗街道实

施了建设万亩果园基地、万户果岭庭院的“双

万”计划，鼓励当地群众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

山场发展脆桃、秋月梨产业。

富岗村龙庄组村民潘孝贵今年种了 3 亩秋

月梨，“政府出钱为我们提供果树苗，让友佳公

司上门传授种植技术，还和我们签订合同收购

果子。我特别期待明年自家秋月梨的收成。”

如今，平岗街道已拥有 3.2 万亩水果基地，

种植桃、梨、葡萄、猕猴桃等多个品种。该街道

与省农科院、安农大等高校院所建立合作关

系，打造“果管家”智能化服务平台，提高了街

道农事服务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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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 通讯员 朱

念倪）记者近日从宣城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获悉，该市首批环保

用电监管智能化系统日前在宁国市司

尔特化工园区 10 家企业正式试运行，

标志着当地用电监管生态环境非现场

执法工作取得新进展。

宣城市创新非现场执法监管新模

式，率先在宁国市重点行业企业开展用

电监控管理试点，先行选取宁国司尔特

化工园区 10 家企业率先安装 297 套用

电监控系统，涉及企业产污监控节点 69

个、治污关键监控节点 228个。

据宣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支队长吴晓东介绍，通过安装

“环保用电监管”App，可以随时随地查

看企业生产情况和环保设备开机情况，

通过非现场智慧监管方式，及时了解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随时掌握设备运

行用电负荷和用电安全，环境监管效能

大大提高。

环保用电智能监管系统是根据企

业的生产和治理工艺，分别对生产设施

和治污设施安装用电采集设备，利用传

感技术实时收集设备用电工况数据，再

将数据用无线方式传输到后台监控系

统平台，实现对企业总用电量、生产设

施用电量、环保治理设施用电量 24 小

时不间断全过程远程监控。

宣城探索环保用电监管新模式

■ 本报记者 任 雷
本报通讯员 张 珍

读绘本、玩游戏、做手工、画画、攀

爬……10 月 26 日，亳州市十一中附属

幼儿园内，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

习各种技能。

“老师专业，课程丰富，在寓教于

乐的过程中，让孩子养成了良好的习

惯。”托育班学生家长王野告诉记者，

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很放心，可以安心

上班了。

幼儿园园长刘健康介绍，托幼服务

不是简单地照看孩子的生活起居。托

育班老师会根据 2 岁至 3 岁幼儿特点和

身心发展情况，通过阅读、运动等方式，

开发他们的语言表达、动脑思维和体育

运动能力。

“ 我 们 会 经 常 组 织 孩 子 们 到 大

自 然 里 去 探 索 、玩 耍 ，让 他 们 去 观 察

植 物 的 生 长 过 程 、动 物 的 不 同 习 性 ，

体 会 劳 动 的 辛 苦 ，收 获 快 乐 的 童

年 。”刘 健 康 说 ，幼 儿 园 还 提 供 延 时

服 务 ，开 展 特 色 中 医 药 文 化 教 育 ，引

导 小 朋 友 种 植 白 菜 、萝 卜 、辣 椒 等 农

作 物 ，和 小 兔 子 、小 鸭 子 、大 白 鹅 等

小 动 物 做“ 朋 友 ”。

在“安心托幼”暖民心行动中，亳

州市不断加大投入，持续扩大普惠托

育服务供给、稳步提升普惠性幼儿园

覆盖率、全面提供幼儿园延时服务，着

力解决婴幼儿“托育难”、公办园“入园

难”和家长按时“接娃难”等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截至目前，亳州市已有 118 所幼儿

园开设托育班，幼儿园开设托育班比

例为 10.71%，在托幼儿 1648 人。今年

以 来 ，该 市 已 完 成 不 少 于 10%的 幼 儿

园开设托育班的目标任务。新增托育

位 4100 个，完成率 102.5%。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为 90.36%，完成了省定目

标 任 务 。 全 市 提 供 延 时 服 务 幼 儿 园

991 所，参与幼儿 94754 人。自春季学

期开始，幼儿园延时服务实现有需要

的幼儿全覆盖。

“我们将继续规范幼儿托育管理、

补齐公办资源短板、提升延时服务水

平，努力增加托幼服务有效供给，将群

众‘烦心事’变成‘安心事’。”亳州市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安心托幼”守护七彩童年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本报通讯员 苗竹欣

近日，走进来安县雷官镇雷官

村校场圩村民组，只见道路整洁，

绿树成行，一个个农家小院错落有

致地散落于红花绿树之间。广场

上，阿姨们闲聊家常，孩子们四处

奔跑，水声潺潺，鸟鸣啾啾，合奏出

一首热闹的田园牧歌。

一座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前，

村民朱翠兰正弯腰清理着草坪上

的 杂 草 。“ 环 境 好 了 ，自 己 也 得 爱

护。”朱翠兰说。

校场圩组有 70 多户人家，过去

大家忙于生计，对生活环境问题关

注不够。这几年，雷官镇苗木产业

蓬勃发展，村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

起 来 ，生 活 品 质 不 断 提 高 。 2022

年，村里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道

路黑化、池塘清淤、污水入网、停车

场及文化广场开工建设……一个

个项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村庄面

貌也一天一个样。

“村里的环境整好了，但村民

的生活习惯却一时难以改变。”雷

官村党总支书记张佑通介绍，绿化

草皮刚铺好，散养的家禽便大摇大

摆地跑来 啄 食 ，原 本 一 片 青 翠 的

草坪渐渐露出斑驳的泥土。为了

防 止 家 禽 破 坏 草 皮 ，村 里 购 置 了

栅 栏 、围 网 ，免 费 发 放 给 村 民 ，号

召他们圈养家禽。该村充分发挥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的 作 用 ，发 动

党员干部上门宣传，带头示范，并

通过评选文明户，设置红黑榜，将

环境卫生纳入文明实践积分奖励

等 方 式 ，激 发 群 众 参 与 环 境 整 治

的内生动力。

一 系 列 措 施 激 励 下 ，村 民 维

护 环 境 卫 生 的 热 情 越 来 越 高 。

2022 年 底 ，村 里 对 文 明 实 践 积 分

靠 前 的 村 民 进 行 奖 励 ，校 场 圩 组

村民谢玉琴笑呵呵地抱回属于自

己 的 奖 品 。 她 每 天 早 早 起 床 ，不

仅 把 家 中 小 院 清 理 得 干 干 净 净 ，

还走出家门，在路上转一圈，确保

没 有 垃 圾 ，“ 大 家 都 看 着 呢 ，环 境

卫生马虎不得。”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校场圩

的环境越来越美。“我们村哪里都

好看。没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

池 塘 边 、步 道 上 转 转 ，幸 福 感 满

满。”谢玉琴说。

村居环境好 村民生活美

本报讯（记者 刘洋 通讯员 桂毅）

记者近日从铜陵市公安局获悉，该局依

托“皖事通”平台和铜陵市常住人口信

息管理系统，建设身份证人员照片信息

库，研发铜陵市“一照通用”系统，实现

以居民身份证照片为“母片”，向各级政

务服务工作机构提供人像照片调用的

服务。依托该系统，铜陵已实现公安、

人社、卫健、教体等 25 个部门、176 个涉

照事项“一照通用”。

以往各类政务服务事项所需提交

证照数据不共享、规格不统一。铜陵市

“一照通用”系统上线后，铜陵户籍居民

只需登录“皖事通”App，选择“一照通

用”模块，就能将自己 6 种不同规格、背

景底色的照片随时保存下载。不管是

换身份证、驾驶证还是办理健康证等，

都可以调用照片，既节约了成本，又提

升了办事效率。

近年来，铜陵市公安部门积极探索

数字化、智能化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

等领域应用，通过打造“无人智慧警局”

等方式，推动实现公安高频业务快速

办、就近办、自助办、随时办，不断提升

群众办证体验感、满意度。

铜陵176个事项“一照通用”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金

正梁）日前，淮北市烈山区“最强村书

记 ”擂 台 赛 拉 开 帷 幕 ，择 优 遴 选 的 10

位 村（社 区）党 组 织 书 记 结 合 工 作 实

效上台一较高下，全方位展现所在村

（社 区）换 届 以 来 的 优 异 成 绩 和 生 动

实践。

本次擂台赛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为主题，采取“PPT 展示+提问点评+现

场打分”的形式进行。比赛中，10 位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围绕党建引领、集体

经济、基层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切

身体会，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形象

的语言、具体翔实的案例，介绍个人和

所在村（社区）基本情况、特色亮点、创

新思路和工作成效，把成绩“晒出来”，

把感悟“说出来”。

此次活动推动了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政治素质、服务能力和履职能力的

进一步提升，营造出比学赶超、创先争

优的浓厚氛围。烈山区将以擂台赛的

开展为契机，持续在选优配强农村“领

头羊”、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基层

治理模式、拓宽百姓致富路上下功夫。

淮北烈山区开展“头雁对决”活动

日前，在颍上县垂岗乡墩黄村草莓文化园，来自长丰县的草莓种植专家到田

头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当日，长丰县域结对帮扶颍上县草莓种植技术专题培训

会在垂岗乡墩黄村举办。 本报通讯员 王林洪 摄

11月 1日，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峦与云海相呼应，美不胜收。

本报通讯员 郑 宏 唐 静 摄乡村秋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