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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资源盘活 让土地生金

青田舒桥发展生态经济出实招
本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章一聪）

盘活资源，让闲置土地发挥最大效益。
日前， 舒桥乡由废墟改造的乡韵市场
建设完毕，预计近期正式启动运行。

去年，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舒桥乡拆除了 29 间危旧房，随后进行
升级改造， 计划打造一个 “集贸+分
红+产业” 为一体的生态农产品供给
基地———乡韵市场。 该市场占地 3500
多平方米，以集体持股、群众宅基地入
股的形式进行统一运转， 在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的同时， 开辟出群众增收
致富新途径。

“我的破房子原来就在那片废墟

里，一直闲置着。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这片废墟变成了集市。我已通过
宅基地的方式入股了市场， 以后每年
都可以拿到分红了。”舒桥村村民管成
友说。

舒桥村党支部书记陈少雄告诉记
者，该区块的 27 户村民和村集体按照
宅基地的占地面积都入了乡韵市场的
股份， 除了每月农历逢五逢十的集市
摊位收入之外， 他们还计划以该市场
打造舒桥的农产品供应平台， 实现村
集体和农户的经济共赢。

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就是
为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带着群众致富，让群众的口袋“鼓”起
来。 围绕这个目标，舒桥乡紧扣“龙韵
川溪·合美舒桥”的发展定位，以生态
经济为支撑 ，山水人文为特色 ，着力
打造生态 、文化 、休闲的特色农耕小
城镇。

今年， 该乡还将以乡韵市场为载
体，围绕舒桥乡生态特色产业，通过该
乡强村公司———龙韵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统一运转，采用收购、包装、销售为
一体的经营管理模式， 把舒桥乡打造
成市区农产品供给基地。

舒桥乡党委书记张荣彬表示，盘
活闲置土地， 让原本的废墟变成焕然

一新的乡韵市场，改变的不仅仅是舒桥
原来占道经营脏乱差的集市面貌，改变
的还是舒桥农产品品牌化的运营方式 ,
带给老百姓的是一起致富的模式。

除了进行闲置土地资源的盘活，该
乡同时制定了《舒桥乡“合美积分”管理
办法》，以一系列的机制作保障，把小城
镇整治等工作化为老百姓的自觉行动，
建立“共治共建共管共享”长效机制。

近日，景宁畲族自治
县东坑镇大张坑村畲民
在该村军民共建白茶基
地采摘白茶。 据悉，该基
地于 2017 年开工建设 ，
由丽水军分区扶持 15 万
元，建成 60 亩白茶基地，
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带
来经营性收入 6 万元。

记者 陈炜 胡海涛 摄

夯实“三农”基础 积极备战春耕

我市部署春季农业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3 月 26 日，省政府组织召开了全省

春季农业生产暨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
传达了全国会议精神，对春耕粮食生产、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
“大棚房”问题整治整改、渔业安全生产、森林防火、防汛抗旱等
6 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我市分管领导，市水利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林业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后，为进一步
贯彻会议相关精神， 我市对下一阶段的春季农业生产等工作作
了部署。

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好全国、全省会议精神，会议部署的
各项工作是完成今年农业农村目标任务的基础，也是守好 “三
农”战略后院的具体举措。 要夯实这个基础、落地这些举措，关
键在于行动，必须踏踏实实、稳扎稳打，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

会议强调，要保障好春耕粮食生产，守住粮食生产底线，提
升为农服务水平，强化政策扶持引导；要加快农业机械化转型升
级，围绕主导产业和关键环节，加大推广力度，面向适度规模和
家庭农户，发展社会服务，改善农业机械化作业基础条件，推动
农机制造的技术攻关和持续发展；要确保“大棚房”问题整治整
改全面彻底，严格组织“回头看”，严明整改工作纪律，严密落实
源头管控；要做好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落实责任，坚决整改，强化
管理；临近清明节，要将森林防火管控好，切实发挥网格员作用，
加强重点区域时段监管，强调措施落实；要紧抓防汛抗旱工作，
加强协调配合，严格运行管理，强化监测预警，及时消除隐患，做
好汛前准备。

景宁大漈:

山里迎来
产业发展专家顾问团

本报讯（记者 蓝吴鹏 胡海涛 通讯员 刘辉）日前，景宁畲
族自治县大漈乡迎来了省农科院阵容强大的 “三服务 ” 专家
团———土壤肥料专家、乡村规划专家、园艺专家、植保专家“一对
一”上门指导，就茭白种植、美丽乡村建设、民宿打造等方面一一
给出了“锦囊”。

“我们村去年发展了 120 多亩荷花基地，莲藕销售很不错。
我想咨询下，在平时是不是可以套养鱼类，什么鱼比较好？ ”彭村
党支部书记彭一东首先发问。 “刚才去看了你村里的情况，凤尾
乌鱼养殖的选择上可以更优化，再试一试鱼类的混养。 另外荷花
基地也可以扩大规模。 ”专家耐心地回答。

大漈乡是“景宁 600”产业示范乡镇之一，依托良好的区位优
势，该乡发展茭白种植 5000 亩、高山蔬菜种植基地 1100 余亩、
覆盆子 330 亩，并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

眼下已进入春耕季节，为解决农户的种植难题，省农科院与
大漈乡近期将搭建“景宁 600”技术服务平台，为大漈乡组建“专
家小院”“博士流动站”等，定期为大漈乡开展免费专业咨询和技
术支持，助力大漈乡村规划以及茭白、高山蔬菜、花卉等产业发
展，为“景宁 600”产业发展夯实基础。

今年以来，省农科院“三服务”专家团已在该乡开展培训、实
地调研等 6 次，足迹遍布该乡所有村庄，为茭农、种养大户解决
了品种选择、科学化种养、新产业发展等各类问题 180 余个。

“在专家学者‘三服务’活动的推动下，我们将继续深化做好
茭白提质、增效、产业链延长的文章，让传统农业焕发新活力，算
好农民增收致富的‘经济账’，也让老百姓通过这样的学习，科学
种养，把好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关。 ”该乡党委书记刘海华说。

近年来，我市依托好生态好环境，“土货”穿“新装”，具有本
土特色的旅游生态产品备受游客青睐。 图为游客在某展销会上
通过二维码了解产品详情。

记者 戴昕律 摄

4 月 1 日起增值税税率下调力度空前

我市将迎来一波税务改革温暖“春雨”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叶

怡怡）近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丽水
市税务局了解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增值
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以下简称
《公告》），宣布将于 4 月 1 日起下调增
值税税率， 并公布了一系列深化增值
税改革的配套举措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力度空前，对于我市广大企业和市
民来说是一项重大利好消息。

“根据《公告》，从 4 月 1 日起，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
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

的 ，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
率的，税率调整为 9%。 ”市税务局货
物和劳务税科科长林伟军说，“增值税
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 增值税税率降
一个点，减税则以千亿元计。尤其是对
占增值税总量近 60%的制造业等行
业而言， 此次改革无疑是一场期盼已
久的减负‘及时雨’。 ”

除了降低税率外，《公告》 还明确
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 同时将纳税人
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目前分两
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 此外，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
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 额 加 计
10%，抵减应纳税额。

“由于税制原因， 不排除税率降
了，但有些行业因抵扣少而增加税收。
为确保税负只减不增，《公告》 提出了
扩围抵减、加计扣除等举措，不折不扣
地为纳税人减负。”市税务局货物和劳
务税科干部黄小航为记者算了一笔
账，“如果一家企业本应抵扣 300 万元
进项税， 加计 10%后就能多 30 万元
用于抵减应纳税款， 抵减额越多应纳
税额就越小， 可见即便税率不变行业

税负也确保只减不增。 ”
《公告》还明确，自 4 月 1 日起 ，试

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符合
相关条件的纳税人，可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税率降低 、留抵税额退税等这些
政策给企业带来的都是‘真金白银’。 ”
据丽水某制造业企业财务人员测算，去
年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下降一个百分点，
该企业减税 125 万元；今年降低 3 个百
分点，预计一年给企业节省资金 500 万
元以上。

缙云巾帼传承“浙西南革命精神”
本报讯（记者 姚驰）3 月以来，缙

云县妇联积极开展一系列“传承‘浙西
南革命精神’ 勇担‘丽水之干’巾帼先
行”主题实践活动，在弘扬践行革命精
神中展现巾帼风采，让红色精神为“丽
水之干”注魂、赋能、立根，为缙云争当
全市高质量绿色发展排头兵贡献巾帼
力量。

近日， 缙云县妇联在壶镇镇举行
“传承‘浙西南革命精神’勇担‘丽水之

干’巾帼先行”倡议仪式。倡议仪式上，
县妇联号召全县广大妇女以巾帼不让
须眉的胆识和气魄， 以实际行动弘扬
践行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让红
色精神为“丽水之干 ”注魂 、赋能 、立
根，让“巾帼之干”为“丽水之干”添光、
增彩，在砥砺“丽水之干”中展现巾帼
作为、绽放巾帼光彩！

老一辈革命家在缙云留下了光辉
的战斗足迹，缔造了伟大的“浙西南革

命精神”，为了能够更深刻地领悟“浙
西南革命精神”内核，缙云县妇联先后
走访了老交通员刘仙根、应杏玉、孙凤
英，与她们共忆峥嵘岁月，重温革命故
事、传承红色精神、致敬革命前辈。

缙云县妇联还搭建了一系列践行
“浙西南革命精神” 的载体平台，“三·
八巧手编织与匠作文化节” 就是其中
之一，活动现场展现了手工编织、手工
匠作、手工美食等手工制品，大力弘扬

缙云特色传统文化和“乡愁”文化，促进
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
激发了缙云人民特别是缙云妇女巧思
巧干、创业创新的“工匠精神 ”，为传承
“浙西南革命精神”，践行 “两山”理念，
谱写缙云高质量绿色发展新篇章贡献
力量。

同时，由该县妇联组织开展的一系
列旨在传承“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活动，
在缙云各地举行。

以“丽水之干”担纲“丽水之赞”
———奋力书写“两山”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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