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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胡劲汉

“少交了 1200 多元契税，而且是税务部

门主动服务，不用来回跑，真挺好。”近日，提

及自己前段时间不动产登记办税经历，铜陵

市民查军为税务部门点赞。

查军的老房子因涉及拆迁，相关产证资

料此前交给了征迁部门。由于之前的房产

证未办理注销手续，导致购置的新房成了

“二套房”。如果按照相关规定，要多交契

税。铜陵市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

主动对接征迁中心、不动产登记等部门，获

取被拆迁房屋详细信息，让查军的新房得以

按首套房办税。

为 解 决“老 房 未 注 销 、新 房 多 掏 钱 ”问

题，铜陵市税务局对接该市土地和房屋征收

服务中心，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分析此类问

题的堵点难点，并共同商定由该市政务服务

中心不动产税务窗口统一受理，双方通过微

信联络群实时核实相关信息的真实性，以

“后台流转”让群众“一窗办成事”。截至目

前，该市已有 36 户拆迁居民享受到了“未诉

先办”带来的便利。

相比较查军“少掏钱”的经历，“少交材

料”让在铜陵办税的荣女士印象深刻。

今年 1 月，荣女士在办理不动产过户缴

税时发现缺少“家庭唯一居住用房证明”材

料。因荣女士户口在外地，无法核查其家庭

成员信息，税务工作人员向她宣传了税务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相关政策，全程指导她

填写了《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并根据

家庭住房相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帮助她

顺利享受到了近 9000元的税收减免。

铜陵市税务局深入推行“容缺受理+告

知承诺”服务模式，2023 年以来，已累计办

理不动产登记办税领域告知承诺、容缺办理

事项 1700 余件。该市税务部门还将享受契

税减免政策的拆迁安置户需要提供的不动

产 销 售 发 票 ，纳 入 容 缺 办 理 范 围 ，让 群 众

“少跑腿”。

“未诉先办”“承诺即办”可以方便群众

办税，但如果遇到业务办理中发生争议，又

如何高效化解？

前段时间，安徽中房置业有限公司财务

人员孙燕在铜陵市不动产交易大厅，为其公

司名下的一处不动产办理转移登记。在办

理过程中，孙女士认为系统里不动产最低计

税价格偏高，便在税务窗口申请不动产交易

计税价格争议处理。随即，税务人员启动存

量房价格争议处理流程，安排专人全程对

接，并将相关材料送往价格认证中心。次日

上午，税务人员从价格认证中心拿回涉税价

格认定书，认定书中的房产计税价格得到了

孙燕的认可。最终，税务窗口按照认定书的

计税价格，为孙燕完成了纳税申报，圆满解

决了涉税价格争议。

以往，纳税人对存量房交易评估价格有

异议，在启动价格争议流程后，需要在税务

窗口、主管税务机关、价格认证中心来回传

递材料，一般 5 个至 7 个工作日办结。针对

这一问题，铜陵市税务局在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优化流程，减少内部流转环节，将原先“窗

口先受理，主管税务机关再承办”的模式，改

为“由办税窗口直接受理和承办”，并加强与

铜陵市价格认证中心衔接，推动实现一般争

议 1个工作日出结果。

自去年 12月推行以来，铜陵市税务部门

已高效化解不动产计税价格争议 19起，群众

满意率 100%。

“面对纳税人缴费人诉求，解决比解释

更重要，时效与实效尤为关键。”铜陵市税务

局局长赵勇告诉记者，目前，铜陵市不动产

登记平均办税时长已经压缩至 5 分钟以内，

大大解决了市民纳税及办证的时间成本。

下一步，该局还将继续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

的问题，积极呼应民声，持续优化办税流程、

精简办税资料，提高“好办事”的便利水平和

“办成事”的工作效率。

铜陵税务部门持续优化办税流程、精简办税资料—

“未诉先办”畅通税费服务“神经末梢”

本报讯（记者 彭园园）近日，省市场监

管局印发通知，部署在全省开展价格监督

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守护行动，突出涉企、

民生、反不正当竞争等重点领域，对社会关

注度高、投诉举报集中的问题加强监管执

法，依法严厉打击整治各类违法行为。

本次行动重点围绕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违规收费、行业协会依托行政权力违规

收费、金融机构不落实收费减免政策、天

然气管网和供水企业不执行政府定价等

行 为 ，开 展 涉 企 违 规 收 费 专 项 整 治 。 同

时，持续关注教育、医疗、旅游等行业相关

商 品 服 务 价 格 收 费 ，加 强 对 各 类 培 训 机

构、各级各类学校的收费行为治理，加强

对医疗服务机构不执行政府指导价、加价

超过规定差率、重复收费等违法行为查处

力度，强化对旅游商品、周边餐饮、民宿酒

店、线上平台等领域监管执法。

在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方 面 ，严 查 网 络 刷

单炒信，规制网络商业诋毁，打击新型网

络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 ，加 强 对 老 妇 幼 等 重

点 人 群 合 法 权 益 的 保 护 ；严 查 重 点 领 域

商业贿赂，规范市场新型营销行为；加大

商品秘密、商业标识保护力度。此外，还

将 加 大 打 击 网 络 传 销 力 度 ，防 范 聚 集 式

传 销 回 流 反 弹 ，开 展 直 销 企 业 挂 靠 行 为

排查整治。

据 悉 ，2023 年 全 省 共 查 处 涉 企 、教

育、医疗、旅游等领域各类价格违法案件

2219 件，实施经济制裁 6133.69 万元；查处

反不正当竞争案件 628 件，罚没款 2244.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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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本报通讯员 汪 兴

近日，记者来到肥东县桥头集镇蓝山湾生态园，一幅“蓝天

与白云相映，青山共绿水一色”的美丽画卷跃入眼帘。蜿蜒起

伏的青阳山脉、碧波荡漾的官塘水库、草木葱茏的林间野径令

人心驰神往，亲子厨房、高空玻璃桥、玻璃滑漂等一大批体验性

游乐设施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

“没想到，在肥东还有这样一处有看头、有玩头的好地方。”

来自芜湖的游客张女士赞不绝口。

桥头集镇地处江淮低山丘陵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工业产

值一度占据肥东县半壁江山，素有老工业基地和资源重镇之

称。自 2008 年开始，这个老工业重镇全面开启绿色转型之路，

先后关闭了 30家石料开采企业、53个开采宕口和 114家石料破

碎加工企业，2015年实现境内所有石料开采加工企业关停。同

时，先后投入 2亿元，对 4.19平方公里的矿山实施了三期整治复

垦和生态修复。

矿山披绿装，山镇换新颜。近年来，桥头集镇依托当地优

良生态资源，深入挖掘文旅资源，培育和打造了一大批文旅项

目，蓝山湾、爱情隧道、鲜花小院、欢乐森林、黄张文艺村、哈比

花园等诸多景点“扎堆”于此。2023年，全镇游客总量约 180万

人次，带动旅游收入 6000多万元。该镇也先后荣获中国诗歌小

镇、安徽省优秀旅游乡镇、安徽省特色旅游名镇等称号。

“人潮就是钱潮！”桥头集镇国光社区家庭农场负责人王为

刚说。

2013 年 ，王 为 刚 来 到 当 地 投 资 ，先 后 流 转 了 10500 多 亩

土地，开展蔬菜种植、稻渔种养等，目前农场年产值 1000 多

万元。

“今后，我打算借助桥头集镇交通、生态、人气等优势，大力

发展休闲农业、智慧农业，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王为刚告

诉记者。

矿山“披绿”游客来

■ 本报记者 罗 鑫

“采摘春茶是个技术活，得轻轻掐下嫩叶，这样才能保证茶

叶品质。”3 月 18 日清晨 5 点，郎溪县毕桥镇永辉茶叶有限公司

负责人朱永辉正在给采茶工人们讲解春茶采摘细节。

走进茶园，只见茶树陆续吐露新芽，茶农穿梭在一垄垄青

绿之间，摘下一叶叶嫩芽，放入茶篓或布袋里。

“芽茶不等人，田里的茶不及时采，就长成大叶子，价格就

有天壤之别。”朱永辉告诉记者，他家栽种的早茶品种比其他绿

茶早 10多天，现在每天能采摘 1000多斤鲜叶，到了高峰期用工

有 300多人，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地就业。

“我是毕桥本地人，采茶旺季每天都来，一天采摘 5斤茶叶，

每天能挣 200多元。”村民黄大秀告诉记者，“茶园离家近，收入

也不错，而且茶园还有技术培训，我们也能学到茶树种植、管护

的知识。”

在生产车间，制茶师们正忙着对新采的茶叶进行精细加

工。经过摊青、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形成条

索整齐、色泽翠绿的绿茶。

“为了提升茶叶品质，去年我们投入了 80 万元更新做茶

机器。目前，我们已经接到了 2000 多斤的干茶订单，正在有

序推进茶叶收购和加工工作，确保今年春茶的高品质。”朱永

辉说。

毕桥镇共有茶园 1.5 万余亩，大小茶厂 10 余家。为了推动

茶产业持续发展，该镇通过现代生态茶园改造、茶叶种植管理

技术培训等措施，提升茶农管理水平和茶叶加工技术。同时注

重茶叶品牌的打造和推广，通过参加各类农产品博览会等方

式，提高毕桥茶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春茶采摘期间，我们还将联合消防、电力、金融等部门工

作人员，深入茶园和企业进行安全检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

助，为茶农和茶企解决后顾之忧。”毕桥镇党委委员汪晶晶告诉

记者，该镇将不断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让每一片绿茶

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叶子”。

春茶吐翠采摘忙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商品房也能以旧换新了。近日，我省部

分城市推出商品房“以旧换新”活动，引发广

泛关注。

目前这样的活动更多停留在企业自主

行动层面，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房地

产企业的促销尝试。

但是，全国各地的“以旧换新”活动近期

呈多点开花之势，青岛、济南、扬州、深圳等

地均有企业推出“以旧换新”“以房换房”等

活动。

这会成为一种市场风向吗？房子“以旧

换新”怎么看？效果会如何？“旧房”怎么办？

有一定市场基础

房子“以旧换新”，是噱头，还是妙招？

合肥大学房地产研究所顾问凌斌教授

认为，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从“有没有”

转向了“好不好”。在“好不好”的房地产市

场中，改善性购房消费是主流，房子“以旧换

新”有市场基础。

据合肥大学房地产研究所连续进行的

月度市场调查显示，合肥市新房消费中，约

有 70%的购房者属于改善性，在这些改善性

购房者中，约有 50%有“以旧换新”需求。3
月 9 日、10 日的调查表明，有 8%的受访者正

在卖房之中。

“这种做法给市场注入信心，有助于满

足群众改善性住房需求，同时有助于拉动消

费，值得提倡！”安徽省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

长郭红兵态度鲜明地支持。

郭红兵认为，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买

旧卖新也是一种促销手段，有助于房地产去

库存，增加企业现金流；对于政府或国有平

台来说，收购的房子可以用作保障性住房，

保障中低收入阶层居住。对于有改善性需

求的市民来说，购买新房需要比较大的资

金，以旧换新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压

力，又减少了中间交易的时间成本。

带有“试水”性质

“以旧换新”效果会怎么样，老百姓会不

会买账，还有待市场检验。

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市场行情普遍低

迷的情况下，对部分手中二手房卖不掉但又

想改善住房的人群还是有吸引力的，但具体

要看价格、交易便利性等因素。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大部分县市二手房价

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二手房的存量依然比

较大。以合肥为例，二手房的挂牌量接近 20万

套，其他一些地级市也基本上在 3万套以上。

采访中黄山市一家房企负责人告诉记

者，当前房地产企业普遍面临去库存压力，

资金缺口较大。“原来一个楼盘不到两年就

卖完了，现在可能要 3 年时间。销售周期拉

长，房企面临资金压力。”

当前“以旧换新”依然存在难点。

凌斌分析，表面上看，旧房卖不掉，新房

首付款凑不齐是“以旧换新”的主要难点，

但是实际上是旧房不愿意降价卖，新房房价

没有上涨，“以旧换新”意愿不强烈。 2023
年合肥市二手住房成交约 9.2 万套，扣除其

中约 30%的“拉手”关联交易（指的是二手房

市场中亲朋好友之间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

的一种关联交易行为），真实成交有 6.5 万

套，这 6.5 万套的成交均价同比下降近 30%。

传统的做法是旧房抵押给银行，换取有

息贷款来买新房。这样的话，买卖都要贷款

付息，消费者大多不愿意。

有的城市实施的“以旧换新”，主要方式

是国资企业按照市场评估价收购旧房，然后

把这些收购的旧房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使

用。这种“以旧换新”措施能够短期内在一

定程度上遏制旧房房价下跌的势头，同时刺

激新房的消费。但是也存在企业收购资金

不足，市场评估价也不一定能够让旧房业主

满意等挑战和问题，所以，目前推出的“以旧

换新”数量、能够成交的“以旧换新”数量都

不多，带有“试水”性质，能否带动新房消费

还有待时间检验。

“旧房”怎么办

买回来的“旧房”怎么办？

有房企负责人表示，这些房子主要会作

为保障性用房或者人才房，“之前的人才房

都集中在某一个地方，不方便，这些旧房分

布更广，更能满足需求”。“旧房”也可以用于

面向市场的长租房，后期会根据市场情况来

确定是否销售。

郭红兵认为，目前“以旧换新”做法还在

尝试阶段，投入的新房量也不大，效果还有

待检验。目前推动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一些

地方的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来如果地方

财力允许的话，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甚

至可以通过先收购的方式，收购一些二手房

作为保障性住房，或者是租赁住房。

凌斌建议，“以旧换新”的最好模式应该

是建立“住宅银行”。鉴于当前我国建立“住

宅银行”的条件还不成熟，可以考虑先设立

“以旧抵新”中转站，即旧房以市场评估价进

站 ，中 转 站 再 以 评 估 价 的 一 定 比 例（比 如

70%）给旧房业主发放无息资金，旧房业主用

此笔无息资金作为新房首付款或房款，等到

旧房售出后，旧房业主偿还无息资金。这样

旧房即使没有卖掉，业主也能获得首付款资

金，能更快地达到“以旧换新”的目的。

近日，部分房企推出“以旧换新”活动—

商品房“以旧换新”，噱头还是妙招？

扫
码
阅
读

更
多
内
容

▶ 3 月 20 日，在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卫楼社区，团员

青年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水质实验。当日，该社区

开展“爱水护水 你我同行”主题活动，加强团员青年的

节约用水意识。

本报通讯员 葛宜年 摄

▲ 3 月 20 日，枞阳县城关小学的学生在展示他们创作的节水主

题宣传画。当日，枞阳县水利局开展“节水，从我做起”节水宣传

活动，让孩子们了解水资源科普知识，树立节能环保的生活态度。

本报通讯员 王章志 摄

珍惜每一滴水

▲ 3 月 21 日，阜阳市颍东区岳家湖小学的老师和学

生们在岳家湖公园学习了解水知识。该校举行“珍惜

水资源、从我做起”主题教育活动，让学生们进一步增

强节水护水意识。

特约摄影 王 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