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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罗场乡广东坪村的白术基地里，几十个
工人正冒着初春的冷风忙着起垄和
播种。

“地里的石头一定要扒出来，不然
石头会压住白术子枝，影响它的生长。”
技术员宋向磊一边向村民讲解操作要
领，一边示范着。

罗场乡地处梵净山西麓，地理位置

和气候优势明显。“我们公司之所以选
择在这里种植白术，主要是看中了梵净
山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壤优势，在这里
种植白术，可以延缓采收期，种植的白
术质量会更好。”据宋向磊介绍，他所在
的贵州岐黄中医针药研究有限公司在
2024年通过招商引资来到印江，看中了
梵净山区域冬短春长、气温稳定、土地
肥沃等特点，一次性与罗场乡签订了20

年700苗的土地流转合同。白术基地从
去年10月底开始施工，目前任务已经
完成过半，预计2月底全部种完。

在种植现场，村民们分成起垄和播
种两个小组，起垄组负责把土地规整成
块并把土里的石块清理出来，播种组用
小型播种机把种子种入土里，大家分工
协作，忙而有序。

贵州岐黄中医针药研究有限公司

不仅在罗场乡种植，同时还在印江天堂
镇、沙子坡镇种植白术，共计 1300
余亩。

“罗场乡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优
势，大力引进市场主体，发展中药材产
业，目前全乡已发展黄精、前胡、丹参、
白术等各类中药材5000余亩，有效盘活
土地资源，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罗场乡
政府负责人说道。

春耕正当时，莫负好时光。2月 8
日，笔者走进松桃苗族自治县木树镇滥
泥村辣椒育苗基地，只见一排连着一排
的温室大棚里，当地群众正在往育苗盘
加培养土、压盘、运盘、放辣椒籽、盖
土……大家有条不紊地忙着辣椒育苗
工作，既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勾勒出
一幅美好的春耕画卷。

近年来，该县通过“公司+村集体+
农户”的模式，由县强村富民公司面向
全县发展“订单”辣椒，实现“种有定向、
产有指向、销有方向”。2025年，松桃计
划种植辣椒 2.5万亩（其中艳椒 2.4万
亩、线椒 0.1万亩），按照“强龙头、抓两
端，带农户、促增收”的发展思路，以市
场化经营为导向，实行县级统一校准、
统一服务、统一销售、统一保险、统一奖
补和分户经营的方式展开，着力打造种
植、采收、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推动
辣椒产业发展特色化、规模化，实现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

“这段时间天气好，比以往暖和，我
们便开始进行辣椒育苗，全面开启春耕

备耕工作。”木树镇有关负责人介绍。
立春过后，该镇早谋划、早部署推进辣
椒育苗工作。

自春耕备耕工作启动以来，该镇辣
椒育苗基地用工量已超 600人次，每天
工资 70元至150元不等。“育苗一开始
我就来了，我在基地搭棚，每天大概能
拿到150元，已经干了6天了，一个月要
干 20多天的活，大概能挣 3000多元。”
长期在辣椒育苗基地务工的脱贫户石
再云笑着告诉笔者，除了务工有固定工
资外，他家的土地也流转给基地，每年
又有一笔土地流转费。

“目前由县强村富民公司派专业技
术人员蹲点指导，所有基质、浮盘等物
资由县强村富民公司统一采购、配送到
点。我们积极组织村民参与辣椒育苗
工作，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扩宽群
众增收渠道。”木树镇分管负责人介绍，
该镇还邀请了县农业农村局的专业技
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培训。

据介绍，今年松桃共建有 13个辣
椒育苗点，其中12个育苗点由乡镇自

行负责，共计1.9万余亩；1个育苗点由
县强村富民公司负责，共计6000余亩。

该县将继续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把好种苗质量关和种植技术
关，为做优、做大、做强辣椒产业打好
基础。

石乔清

黄志权

印江罗场乡:依托优势种植白术促增收

松桃：春耕正当时辣椒育苗忙

2月7日，在玉屏侗族自治
县贵福菌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工人们正忙着采收鹿
茸菇。

玉屏贵福菌业发展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食用菌研发、生产、
深加工和贸易于一体的现代高
科技智慧化农业企业，采取“智
慧农业+工厂化”的生产模式，
先后与浙江大学、福建农林大
学、贵州科学院等院校合作，建
立了“贵州科学院贵福食用菌
研究院”“贵州省贵福食用菌培
训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建成
了日产 30 万袋食用菌智慧培
植出菇车间及工业化采收生产
线，吸纳900余人到厂就业，直
接带动当地 2000 余人从事食
用菌产业发展。

胡攀学 摄

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贵州大龙经济
开发区税务局，主动作为，积极转变税务
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方法，打出“精细
服务”组合拳，切实提升纳税人缴费人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服务前移 助力项目加速落地
“项目开工前，因为项目审批的事，我

真的是焦头烂额，直到税务部门为我们送
来流程图，要点明确、内容详细，我们按图
索骥办理业务，从开工到投产仅用了 2个
月，远远超过预期。”贵州星茂新材料有限
公司负责人刘席卷说。

刘席卷所说的流程图，即大龙经济开
发区税务局针对项目建设中存在审批环
节多、职责不明晰、涉税业务复杂等难题，
联合招商、经发等有关部门共同绘制的

“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工作及相关税费流程
图”，序时梳理项目落地建设各环节涉及
的13个税种及税率、10个费种及征收率、
27项税费优惠政策等内容，并逐一列明业
务办理要点，新材料企业项目一旦立项，
即可按图逐项逐环办理，企业不需再为项
目审批多头跑、盲目跑。

据了解，“流程图”已帮助园区 4户新
材料企业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项目审批
落地。

税惠赋能 为企业创新点燃“新引擎”
中伟铜仁(上市主体)产业基地高自动

化的智能制造车间、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回
收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批新能源材
料经溶解、反应、检验检测等工序，从大龙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中伟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国伟介绍，公司始终坚
持“研发创新是第一驱动力”的发展理念，
致力于自主研发新材料，2023年公司研发
投入超10亿元，2020年至 2024年上半年
累计研发投入超34亿元。

“得益于国家利好政策和税务部门的
支持帮助，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效盘
活了企业现金流，推动我们不断提高创新
能力，努力跻身国内新能源新材料生产企
业一流行列。”彭国伟说。据统计，中伟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近3年享受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优惠3000余万元。

为更好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大龙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依
托大数据技术为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精准画像，制定“一企一
策”，提供“管家式”服务，精准传递个性化税费优惠政策，助
力企业发展。线上通过税企互动平台、网络直播、税企微信
群等，线下通过实地走访、一户式调研、税企讲堂和税企座
谈会等，确保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让税
费优惠“红利账单”变成企业的“研发清单”。

政策“导航”为企业发展注入“税动力”
生产、组装、调试、打包……走进贵州弘邦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不停运转，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
着。“目前我们公司发展势头良好，订单稳步增长。”弘邦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张利勤说。

近年来，该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在设备和技术上
面进行改进，引进了一批全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提升了
20%以上的人工操作效率。然而，在研发投入增大的同时，
企业的资金链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张利勤表示，公司在
扩展市场、技术升级的过程中一度遇到资金难题，税务部门
在一次上门走访中得知企业面临资金难题，立即介绍了“银
税互动”政策，公司凭借 A级的纳税信用等级，方便快捷地
申请到50万元信用贷款，缓解了企业的资金紧张问题。

为及时响应企业涉税诉求，大龙经济开发区税务局采
取“好政策+广宣传+精滴灌”的形式，主动上门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状况，积极发挥职能作用，精准推送相关政策，实现

“政策上门”和“政策找人”，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困难并
及时解答企业涉税疑惑，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注入“税动力”。

范
美
云

大
龙
税
务
：
﹃
精
细
服
务
﹄
助
力
企
业
培
育
﹃
新
动
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