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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最近这段时间，中国民营

经济的重地宁波迭出“组合
拳”，着力打造更为优良的营商
环境，在 10 天内就连续出了三
组政策。

拥有“东方大港”、地处开放
前沿、以著名的“宁波帮”闻名海
内外的宁波，民营经济贡献了全
市 80% 的税收、约 65% 的地区
生产总值和出口、85% 的就业岗
位、95% 以上的上市公司与高新
技术企业。按常住人口计算，平
均每 10 个人就有一个老板，每
26 个人就有一家民营企业。

“可以说，宁波的对外开放
史，很大篇幅是民营企业写就
的。”该市主要领导说。

11 月以来，宁波围绕降成
本、助融资、破壁垒、促转型、拓
市场、保权益等六个方面，推出
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做优的帮扶政策。

在贯彻落实国家、省降本减
负政策的基础上，宁波出台“降
本减负新 10 条”，在市级权限范
围内，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尽最
大可能减轻企业负担，预计每年
可再为企业减负 16 亿元。

对照世界银行标准，宁波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80 条”，从
简化企业办事程序、压缩企业
办事时间、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健全营商法治保障、优化政务
服务体系等方面入手，让企业
发展轻装上阵。

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宁
波出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2 5 条意见，精准对接企
业需求，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营造环境、破解难题、提振
信心。

据统计，宁波有 98 家民营企
业的产品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
28 家民营企业上榜工信部公布
的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数
量居全国城市首位。

立足民营经济和制造业的坚
实基础，宁波加强自主研发，不断
提升产业高科技含量。良好的政
策环境和市场预期，让民企自主
创新热情高涨。今年 1 月至 10
月，宁波专利申请 59157 件、授权
37038 件，同比分别增长 21 . 5%、
3 3 . 2 %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20558 件，同比增长 66 . 0%。

11 月 30 日举行的宁波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
进大会指出，宁波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国家在浙江部署
的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又一战略平台，肩负着国家赋予浙
江的通过先行先试实现民营经济二次腾飞的战略任务，为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提供战略支撑，将致力于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互促共进，增强原始创新和核心竞争能
力，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双轮驱动，打造民
营经济创新创业新高地。 (记者方益波)

新华社太原 12 月 3 日电（记者于振海、
王井怀）经过一年来的试运行，山西转型综
改示范区打造的服务企业平台“一网通办”
于日前正式上线。企业家们发现，跟政府打
交道原来能如此简单：全程网上操作，统一
标准流程，快、准、全、廉，办事不求人。“一网
通办”相关负责人说，政府部门把权力拿出
来，交给了机器，“这是一场自我革命”。

去年底，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着手打造
一套全新企业服务平台“一网通办”。示范区
管委会副主任董良介绍说，“新平台实现了
服务企业内容最多、量化最深、服务最全，走
在全国前列”。试行以来，办事企业只需在自
家电脑上打开网页，就能把企业开办、投资
审批、政策兑现、招标采购等事项全办了。

“一网通办”最让企业满意的是“快”。鑫
龙房地产开发(太原)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

楠楠前几天刚办完施工许可证，“第一天
报的材料全部符合要求，第二天就拿到证
了，这简直不敢想。办企业的人都知道，一
张施工许可证跑半年很正常。”杨楠楠说。

示范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张立壮介绍
说，“一网通办”把涉企事项全部量化，示范
区把这些事项能并联的全部并联，优化了
流程，提高了办事效率。特别是出台“亮红
灯”的办法，“办理人员如果逾期不办，网上
流程便亮红灯。红灯痕迹是无法消除的。”
张立壮说，“红灯一多，说明办事人员工作
作风不扎实，严重的要受纪律处分。”

办事快还得益于事项要求“准”。以前，
不少企业对诸如“符合其他有关规定”的模
糊表述深恶痛绝，说得让人摸不着头脑，结
果，再好的政策也沦为窗口办事员的一张
嘴。因为这，太原晨煜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吴婧跑了不少冤枉路，甚至紧急让河北的
设计单位快递所缺文件。

“一网通办”消除了全部模糊条款。以
政策兑现为例，董良介绍说，以前对企业的
各种奖励政策太模糊，“企业能不能拿到不
清楚、能拿多少不清楚，啥时拿到也不清
楚。”“一网通办”规定得很详细，企业对着
要求一查便知道拿多少钱。

记者看到一条对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的奖励政策，只需一张“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复印件”，就能拿到 15 万元奖励。截至目前，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已经政策兑现 5亿元。

“一网通办”实现了涉企服务事项上网
“全”。工作人员耗费几个月时间把示范区承
接的上千条事权进行梳理、量化，把其中涉及
企业服务的 150项事权标准化，上传到网上。
“从开办、投资、政策兑现、成果转化、大型科
学仪器设备共享到中介服务等，企业都可以
在网上办理。”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

在“一网通办”办事大厅，记者看到一
个快递窗口。工作人员解释说：“办好的
证件可以邮寄，企业一趟都不用跑。”

这项改革最难的是人章分离，实现“廉”。

以前，为了盖章子，就得拜官员，为了拜官
员，就得送好处，这一度是不少企业的生存
法则。一位山西民企的办事员告诉记者，前
些年他上班的第一天，就被老员工带着去当
地要害部门“拜码头”，饭吃好、酒喝好，领导
的电话记好，领导的喜好本子上写好。

现在不一样了。示范区管委会先把分
散在各处的审批权集中到审批局，然后把
审批局与企业用机器隔开，办事人与审批
人不见面，把章子全都交给机器。“有些部
门不想交权，是拍了桌子的。”示范区行政
审批局副局长李万龙说。

拿到审批权的工作人员坦言，我也没
权，有的是压力。“怎么办，企业网上一看就
知道；啥时办成，流程里规定得死死的；逾
期不办，红灯就亮了。”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金
旺说，示范区致力于打造一个为企业服务的
专业化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约束政府部门的
权力，营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试运行一年
来，示范区(太原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6 .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6%，工业投资
增长 289%，市场经济活力得到持续释放。

“一网通办”，快 、准 、全 、廉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营造公平透明营商环境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让
企
业
轻
装
上
阵

宁
波
致
力
民
营
经
济
﹃
二
次
腾
飞
﹄

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个人
所得税改革启动以来的首个申报期运行平
稳，数据显示，改革实施首月，全国个人所得
税减税 316 亿元，有 6000 多万税改前的纳
税人不再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在
普遍减税的各行业中，制造业纳税人减税规
模最大，民营企业减税幅度较为明显。

你的个税少缴了多少，你的收入变多了
吗？改革对百姓生活和经济发展影响几何？

工资薪金所得在 2 万元以下

的纳税人减税幅度都超过 50%

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后，在中国石化有
限公司广西崇左石油分公司中，最明显的变
化是缴纳人数大大减少，缴税负担明显降低。

以公司一名高层主管为例，这名主管 10 月份
取得工资(扣除“三险一金”)18152 . 53 元，按
5 0 0 0 元扣除费用后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13152 . 53 元，适用税率由 25% 降为 20% ，应
纳税额由 2658 . 13 元降为 1220 . 51 元，减税
比例达到 54% 。

“我的工资是 4950 元，个税起征点提高后，
现在不用缴税啦。”广西安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职工杨晓露说，免税后的“幸福感”让她开心。

杨晓露说出了 6000 多万不用再缴纳工
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税改前纳税人心
声。对于像杨晓露这样月薪在 5000 元以下的

职工来说，减税比例达到了 100% 。

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优化了税率结
构，大幅拉大了中低档税率级距，改革红利
更多地惠及中低收入人群。税务总局所得
税司司长罗天舒介绍说，10 月领取工资薪
金所得在 2 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减税幅度
都超过 5 0% ，占税改前纳税人总数的
96 . 1% ，减税金额达 224 亿元，占当月总减
税规模的 70 . 9% 。

改革对百姓生活和经济发

展影响几何

多出的钱去哪了？
“工薪阶层消费就是量入为出。”常州

五洋纺机公司的管理人员程凌告诉记者，
他平均每个月的到手收入 7000 多元，新个
税政策实施后，每个月大致少缴 200 多元。

“比如以前一个月带孩子出去吃一次
饭 ，现在可以出去两次。这都是真金白

银，一年多出两三千，还是挺实惠的。”程
凌说。

“10 月份发工资的时候，本来我的绩
效比前一个月只多 300 元，工资却多发了
1200 多元。仔细一对工资条发现，14765 元
的计税工资，现在所得税是 776 . 5 元，要在
以前得缴 1811 元税，少缴了 1000 元出头
呢。力度这么大，真是没想到。”在南京一家
网络科技公司上班的朱女士说，这多出来
的 1000 多元，着实让她在“双十一”购物时
“手松了一些，一花就是四五千出去了。”

宸鸿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财务薛小
芳对个税改革有深刻的体会：“今年 10 月
份，我们公司全体员工缴纳个人所得税共
计 0 . 71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52% 。”

个税减少，让员工获利，更让企业安
心，促成了企业和员工的双赢。“个税新政
落地后进一步带动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
性，从客观上说这也是国家在帮助企业创
造更大的劳动价值。”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

改革研究院教授杨默如说。

让专项附加扣除简便易行

可操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斌告诉记者，
综合税制一直是中国个税的明确改革方
向，如今个税改革终于迈出了从分类税
制向综合税制过渡的关键性一步。

此次个税法的修订在减税目标下，不但
增加了基本的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的 3500
元调整至 5000 元；拉大税率级距，使更多的
中低收入人群适用更低的税率；而且还开创
性地增加了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相关的专
项附加扣除，大幅增加扣除，以实现减税。

“个税改革对于完善我国税制有积极的推
动作用，但是，专项附加扣除毕竟在我国初次
出现，每个纳税人的个人及家庭情况不一样，
因此，如何落实好专项附加扣除便成为下一步
个税改革贯彻落实的核心问题。”北京国家会
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为了让个税改革简便易行可操作，不少
专家建议，在贯彻落实中可以简便材料申报
的数量和次数，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手段，
完成纳税人简便易行的材料注册登记，在数
据后台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将纳税记录与
个人信用记录联动，引导社会守法诚信。(记
者郁琼源、陈刚)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你的收入变了吗？
个税改革新变化调查

东北人用“一两土二两油”来形容黑土地的肥沃与珍

贵。近年来，“守着黑土不愁粮”的吉林省梨树县，因风浊、

水浊、沙化、碱化、退化等原因，黑土地面积不断减少，黑

土层有机含量逐渐下降。多年来梨树县不断加强对黑土

地保护，经过玉米秸秆覆盖免耕栽培技术的推广，土地

质量得到改善，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梨树模式”使黑土地重获新生

2007 年，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等科研院

所和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以及相关农机生产企业

创建了适合我国种植情况的玉米秸秆覆盖全程机械化

栽培技术。

“梨树模式”率先解决了东北黑土区玉米连作、秸秆

焚烧导致的土壤退化以及衍生的环境问题，对黑土地的

保护与利用起到积极作用。

2013 年起，梨树县梨树镇八里庙村在梨树县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的帮助下，开始尝试使用玉米秸秆全覆盖免

耕栽培技术。收割机在收获玉米的同时，把秸秆进行半

粉碎并留在原地。等到第二年夏天，随着玉米成长成熟，

秸秆逐渐腐烂变成了有机质肥料，融入土地，土壤的质

量有了明显改观。

通过几年来的跟踪测产，梨树县采用免耕秸秆覆盖

技术，既节省劳动力，又减少化肥等农资的投入，每公顷

可节约成本 1200 元— 1500 元，单产提高 10% 左右。

“梨树黑土地论坛”为黑土地保护注生机

2015 年，“梨树黑土地论坛”应运而生。其以放大院

地合作优势、在全国黑土地保护和利用中率先破题为宗

旨，以“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为依托，集“农业科研、

学术交流、成果转化、服务三农”功能于一体，搭建起一个

高端载体和平台。

2016 年，在海南举行的首届中国农业(博鳌)论坛

上，以“肥沃黑土、优质绿色”为主题的梨树黑土地分论坛

格外引人瞩目。论坛期间，梨树县发布了《非镰刀弯地区

“梨树模式”》绿皮书，开展了多场专家讲座和对话交流活

动。为不断扩大“梨树模式”的推广范围，通过举办梨树黑

土地论坛，专门成立了辽、吉、黑、内蒙古四省区“黑土地

论坛科技联盟”，设立 38 个示范基地，试验田面积达到

1000 公顷。

同时，以我国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吉林省

黑土地保护条例》颁布为契机，第四届梨树黑土地论坛

发起了“吉林省粮食主产区黑土地保护行动倡议”，呼吁

各地加强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率

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

通过持续举办黑土地论坛，梨树农业创新步伐明显

加快。农民持续致富、县域经济强势崛起和率先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目标，正向梨树县走来。

培育特色品牌 引领乡村振兴

“南有寿光、北有梨树”，特色农产品是梨树的“名

片”。在梨树黑土地论坛 2018 年会上，品牌建设成为重要

主题之一。黑土地论坛助推梨树秉承绿色理念，追求差

异化发展，打造出一批让人“一口倾心”的品牌。

目前，梨树有“三品一标”认证的农产品品种 185 个，

其中，无公害产品 140 个，绿色产品 41 个，有机产品 4

个。梨树玉米、梨树瓜菜、小城子芹菜、大自然葡萄、新天

龙“绿色酒精”、梨树“白猪”、“黑土地乌米”等农业品牌享

誉全国。

梨树县委副书记、县长郭志勇说，梨树始终把

“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位置，设立 1 亿元引导资

金，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绿色食品原料(玉米)

标准化生产基地 100 万亩，棚室总量达到 35000 栋，

推广“梨树模式” 200 万亩，粮食产量实现 14 年连续

丰收；县内建有东北大型的生猪交易市场，年交易生

猪 150 万头以上，猪、牛饲养水平居东北前位；继年

转化玉米 90 万吨的新天龙公司二期建成后，中成农业

年转化玉米 90 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又落户梨树。郭志勇

说：“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梨树县迈出了坚实

有力的步伐。”

农农业业专专家家、、企企业业精精英英齐齐聚聚梨梨树树共共话话三三农农发发展展新新
时时代代 梨梨树树县县 2211 个个乡乡镇镇的的高高产产能能手手相相互互交交流流经经验验

·广告·

院院士士专专家家参参观观梨梨树树实实验验站站展展示示田田 黑黑土土地地保保护护院院士士工工作作站站落落户户吉吉林林省省梨梨树树县县
““院院士士专专家家到到田田间间””活活动动在在梨梨树树镇镇八八里里庙庙村村高高产产

示示范范田田举举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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