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前夕， 我市中心城区
的部分社区相继开展送温暖、邻
里互助、传统文化教育等活动，营
造浓浓的节日氛围。

6

月
7

日上午，“与爱同行”

主题关爱活动在河区金牛山办
事处周家山社区展开。 社区学雷
锋志愿者们把绿豆、 粽子等慰问
品送到工作在一线的社区保洁员
手中，并送上节日的祝福。

8

日上
午， 老城办事处鲍氏社区内热闹
非凡， 社区党员志愿者和居民代
表等

50

余人参与了社区组织的
“粽叶飘香，邻里互助”活动，弘扬
了传统文化，促进了邻里沟通，进
一步营造了邻里守望的和谐氛
围。 “昨天

,

我们就将粽叶清洗好，

今天上午就开始包粽子， 到现在
已经包了

2

个多小时， 这些粽子
都送给社区困难群众。”鲍氏社区
主任杨澄对记者说。 老城办事处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易祖斌
表示，每逢传统节日，就以社区邻
里互助社为平台， 组织社区党员
志愿者与孤寡老人、残疾人、低收
入家庭结对子， 开展“邻里心连
心”活动，让弱势群体感受社区大
家庭的温暖。

为更好地利用传统节日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传承中华美
德，培育民族精神，五星办事处
大拱桥社区利用黑板报、 橱窗、

宣传栏在社区大力宣传“端午
节”的由来。

信

阳

地

税

：

税

收

服

务

生

态

文

明

本报讯（记者崔阳）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信阳最
具竞争力的优势。 今年以
来，信阳市地税局牢固树立
绿色税收理念， 主动作为、

勇于实践，充分发挥税收杠
杆作用，积极助推信阳生态
文明建设。

用活税收政策， 鼓励
环境保护。 该局一是对企
业从事规定的符合条件
的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
圾处理项目收入减免所得
税。 二是对

3

户企业在除
尘净化、 烟气脱硫、 锅炉
改造等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的设备投资的

10%

抵免应
纳税额

46.12

万元。 三是
对从事农、林、牧、渔业项
目的

3

户企业所取得收入
减免所得税

784.26

万元。

四是对
5

户高新技术企业
减按

15%

征收企业所得
税， 共减征企业所得税
301.62

万元。 五是对使用
新能源车辆

251

户减免车
船税

50400

元。 通过用足
税收优惠政策， 促进我市
污染减排和防治。

强化税收管理，抑制污
染行为。该局按照纪检监察
部门的要求，加大对市内各
居民小区家庭餐馆的税收
清理查处力度，共查处

268

户， 入库税款罚款
330

万
元； 积极推进资源税改革，

促进水、森林等绿色资源的
合理利用，把市场主体的眼
光吸引到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上， 淘汰高耗能、 高污染的落后产
能，助推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经济发展。

优化税收服务，支持绿色发展。该局多
措并举，为绿色旅游、水资源利用、生物科
技、 高新技术等绿色生态产业创造良好的
税收服务，开通税收绿色通道，最大限度方
便纳税人，降低纳税成本。积极推行“三证合
一”“一证一码”， 避免企业“多头跑、 多头
找”。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大力推
行网上办税、免填单、自助办税、移动办税、

国地税联合办税、同城通办、实名制办税、

二维码一次性告知等，让纳税人少跑腿、少
费时、少花费。 与中原银行合作开展“银税
互动” 活动， 帮助诚信纳税企业贷款

1.07

亿元，有效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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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江会见中铁建设

集团董事长汪文忠

本报讯（记者胡瑜珊）

6

月
8

日上午，市委书记
乔新江在市行政中心亲切会见了中铁建设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汪文忠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相关领

域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洽谈。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水，市政府副市长张富
治参加会见。

我市 46名先心病儿童

陆续到郑免费治疗

本报讯（记者姚广义）日
前，经过各县区卫生部门的摸底
统计、 省胸科医院专家组筛查，

我市共确定了
46

名符合入院手
术条件的儿童。 在首批

13

名儿
童手术治疗的关键时期，

6

月
6

日，市人才办、市妇联、团市委和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到省胸科
医院看望慰问我市入院儿童，传
递组织关爱。

经市委组织部牵头，省立医
院集团和省胸科医院与我市进
行医疗卫生合作，实施医疗精准
扶贫， 今年拟免费为我市治疗

1000

名先心病儿童。

在省胸科医院领导的陪同
下， 我市赴郑慰问的工作人员逐
个病房看望慰问，仔细询问了每
名儿童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向他
们发放了慰问金，鼓励他们积极
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对省胸
科医院为我市儿童的精心治疗表
示衷心感谢。 其他

33

名患病儿
童也将陆续到郑州接受治疗。

我市入院儿童及其家长对信
阳领导的关怀非常感动，同病房
其他地方的患者说：“信阳的领导
这么好，让我们很羡慕！ ”

商城：集体林权显活力

本报讯（杨锡冰）近日，从商
城县委农办获悉， 为进一步推进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验工
作， 该县大力培育新型林业经营
主体，科学发展林下经济，助推精
准扶贫，有力促进了资源增长、农
民增收、生态良好、和谐发展。

该县建立健全林权管理、林
权纠纷调处机构。完善县、乡两级
林权管理、 林权纠纷调处机构职
能，开展标准化建设，重点林业村
配备信息员和调解员， 畅达服务
体系，为林农提供服务。开展林业
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 规范建
设。

2016

年，按照省市林业主管
部门的安排， 计划申报国家级示
范社

1

家， 省级示范社
3

家至
4

家。 新建一批规范性家庭林场。

该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在
选取双椿铺镇梅山

1000

亩核桃
基地、汪桥镇秦湾

5000

亩花木基
地和伏山乡龙井河

2000

油茶基

地进行示范试验基础上，

2016

年
重点推进河南省兴霖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青钱柳种植基地建设和豆
腐柴种植基地项目建设， 高标准
建设豆腐柴种植基地

10000

亩，

修建
4

米宽的主干道
15

公里和
生产路

26

公里， 配套建设排水
沟、输电线路、办公设施等基础设
施工程， 可年产豆腐柴鲜叶
60000

吨以上， 产植物果胶
4000

吨左右。

截至目前
,

该县新增林权抵
押贷款

6

例，抵押宗地
8

宗，抵押
面积

3653.7

亩， 新增贷款金额
3840

万元，并参与商品林保险三
宗， 面积

2496

亩， 交纳保费
4.5435

万元。 已超额完成上级林
业主管部门下达的林权抵押贷款
任务。 已完成低效林改造面积

3

万亩， 主要改造树种有油茶、茶
树、金钱柳、豆腐柴、木瓜、樱花、

红豆杉和中药材等。

昨日下午，在潢川县付店镇骆店村的田野上空，一架
植保无人机在飞防队员的遥控下，成为粮食高产稳产的健
康卫士。 据介绍，传统的人工喷洒，一人一天只能完成

10

多亩的喷洒作业，无人机的效率要高出人工许多倍，每天
大约能完成

600

亩地的喷洒工作。 另外，可以减少农民与
农药接触的时间，中毒的机会也降低不少。

杨尚达摄

淮滨：机器收割 麦秸变宝

本报讯（记者韩浩通讯员李鹏）

昨日，记者走进淮滨县大片大片的麦地，昔
日农民汗流浃背“挥镰割麦”、“碌碡打场”、

“摊麦晒粮” 等忙麦收的景象已毫无踪影，

不少新鲜事呈现眼前。

麦秸不烧能赚钱。 上午，记者刚到淮
滨县三空桥乡阳光农机合作社地头，就看
到秸秆打捆机来回穿梭， 一派繁忙的景
象。

“秸秆在我们这里都是‘宝贝’， 没人
烧，都在‘抢’！ ”三空桥乡阳光农机专业合
作社的负责人王亚军说，“我们合作社有

57

台打捆机， 覆盖包括三空桥乡及周边乡镇

的近
9

万亩土地，年处理
10

万吨秸秆。 农
民不用动手，麦秸地头赚钱。 ”

“以前老百姓觉得麦秸秆没什么用
处，很多农民偷着烧，既污染环境，又破坏
土壤结构。 现在麦秸秆变成钱，不但没人
烧，而且争着捆，一斤麦秸秆能卖

0.2

元，

一亩地
700

斤麦秸秆能为农民增收
100

多元。今年阳光农机合作社派秸秆打捆机
到地头收， 我家

6

亩秸秆就卖了
800

多
元，让我省心省时又得利，麦秸再也不会
烧了。 ”三空桥乡的农民简向华对秸秆回
收很满意。

外出劳力不返乡。淮滨县有近
30

万劳

动力在外务工，以前农忙时，都会有十来天
的返乡务农高峰。而今年，却只有为数不多
的农民工返乡，返乡人数屈指可数。芦集乡
返乡农民工徐学银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经
济账：他在上海打工，往返一趟车旅费加上
误工收入一般在

2000

元左右，而自己家
10

亩地的小麦采用机收、 请人帮工夏种的总
投入还不超过

1000

元。

为帮助家中无劳力的农户搞好夏收夏
种，在政府的引导下，淮滨县农村出现了许
多“农民钟点工”，既提高了钟点工的收入，

又解决了种粮户缺少劳力的问题。

收了就卖真方便。当天下午，记者在马

集镇陈楼村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地看到，

粮食部门把收购点设在了田间地头， 装满
粮食的车辆排队等着过磅。

“现在农民收麦轻松得很， 机器收割，

收完在地头就能换成钱！ ”村民谢时营笑着
说，“现在粮库有粮食烘干设备， 粮食收了
直接就卖了。 不怕下雨，不怕路滑，不用造
麦场，不用晒粮食，多方便啊！ ”

一样的麦收，不一样的体会；一样的农
村，不一样的农民。这是记者在今年“三夏”

时节的最大感受。你看，金黄的麦子和村民
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这样的新农村怎不让
人刮目相看！

光山：电子商务助推特色产业发展

本报讯（苏良博盛鹏）现场加微
信，网上选桃下订单，亲手摘桃成交；掰
开桃子，果肉鲜红，吃到嘴里，满口生
津，咽下去，甜甜的，回味无穷。

6

月
7

日
,

光山县电商网销产品马畈镇“观五
玫” 鲜桃正式开园了，同时，还启动了
“光山十宝”基地建设，标志着该县电商
产业发展迈入新阶段。

马畈镇有
2000

多年桃树种植历
史，近年来，该镇始终坚持产业扶贫的
工作思路，立足“观五玫”鲜桃优势，成立
了“观五玫”小杂果专业合作社，注册了

“观五玫”商标，按照“合作社
+

基地
+

贫
困农户”的发展模式，鼓励支持农户大力
发展桃产业。目前，该镇鲜桃种植面积达
8000

多亩， 在
5

个村分别建立了
1000

亩的“观五玫”鲜桃种植基地，鲜桃年销
售

200

多万公斤，产值
2000

多万元。

马畈镇“观五玫”鲜桃于
2016

年成
功入选“光山十宝”，该镇整合资源，搞
好产品的研发、生产、包装和运营，使产
品生产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运用
“互联网

+

”思维，大力发展鲜桃电子商
务， 开发桃花观赏游和采摘体验游，通

过举办鲜桃开园暨“光山十宝”基地建
设启动仪式，进一步提升“观五玫”鲜桃
品牌价值。

近年来，光山县积极引导电子商务
的应用推广， 鼓励和支持电商发展，从
特色农产品中评选出“光山十宝”，即砖
桥月饼、鸡公潭糍粑、黑猪腊肉、咸麻鸭
蛋、青虾、茶油、油挂面、甜米酒、红薯粉
条和“观五玫”鲜桃，通过对本地特色农
副产品的开发、展销及上线销售，引导
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增加群众收入，帮
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新县民歌飞出大山唱响全国

本报讯（记者郝光）

6

月
7

日，

2016

年
第四届新县民歌汇演在新县落下帷幕，原本
普通的汇演这次却意义非凡：不仅邀请到了
著名音乐家、《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词作者
邬大为，著名音乐家、《好大一棵树》作曲伍
嘉冀担任评委， 而且《美丽新西河》、《山野
菜》两首民歌将有望代表信阳民歌参加中央
电视台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全国民歌大会。

新县民歌作为信阳民歌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丰富的民歌宝库，有着众多优秀的民

歌传承人。在新县“村村会唱民歌，人人爱听
民歌”，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家中做饭，

村民都会哼唱几句。 全县
30

多万人口，约
10

万人会唱民歌。 近年来，新县高调推进民歌事
业的传承和发扬，自

2010

年起，每两年一届，

已连续四届举办全县民歌汇演，具有豫风楚
韵风格的民歌不仅在大别山区一代代传承，

而且飞出了大山，唱响了全国。

经过预选、初赛，共有
50

多个节目
100

余人进入复赛， 经筛选后有
27

个节目进入

决赛。

6

月
7

日的决赛上，《田铺人家》、《美
丽新西河》、《山野菜》 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
的新县民歌分获一、二、三等奖。在本届汇演
中，一批原生态老歌手尽情地陶醉于古朴的
民歌情趣里，一批年幼的孩子更把带有原生
态风味的地方民歌唱得有模有样。这次的民
歌汇演也得到了央视的关注，中央电视台委
托河南电视台在新县挑选优秀民歌节目，推
荐参加今年秋季举办的全国民歌大会，《美
丽新西河》、《山野菜》 两首作品已初步确定

参加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美丽乡村好声
音”明星演唱会。

邬大为和伍嘉冀对新县民歌水平之高、

传承之好感到由衷高兴， 他们在致辞时表
示，新县是个可以让民歌经典之梦想腾飞的
地方，民歌汇演活动将会把新县民间文艺事
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群众性文化
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从此形成热烈持
久的群众性文化工作热潮， 助力生态经济
发展和老区脱贫致富。

粽叶飘香进社区

本报记者张勇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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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老城办事处鲍氏社区党员志愿者正在包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