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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兰婧斐）“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的当下，公司运转需要资金支持，

却不能及时去办税服务厅办理。

没想到，叶县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及

时联系我，说线上就能办，解了我

们的燃眉之急！”5月 19日，平煤神

马集团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

会计师张永红说。

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的企

业，前期建设项目投资较高。在税

务部门的辅导下，该公司于申请当

日就收到了 8700 多万元留抵税

款，抵退税款拟用于支付前期建设

项目工程款 3600 万元，偿还贷款

5000 万元，有效解决了企业的资

金问题。

为确保服务不因疫情打折，叶

县税务局将咨询电话、税务管家咨

询服务拓展到线上，纳税人、缴费

人不仅可以向办税人员电话求助，

还可以视频连线后台“管家团队”，

实现远程排忧解难。“六税两费”减

免政策出台后，该局及时梳理分析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一对

一”政策辅导，确保企业享受到政

策红利；建立云端工作小组，在不

间断答疑解惑的基础上，对政策扩

围企业开展“点对点”申报辅导，助

力企业快速享受税费红利；持续利

用微信群、钉钉等进行政策宣讲，

云辅导助力减税降费稳落地，用智

慧税宣持续提升纳税人、缴费人满

意度和获得感。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创新工作

思路，转变纳税服务方式，通过多种

形式让税收优惠减免政策直达快

享，让纳税人、缴费人涉税办税更方

便快捷，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

力市场主体蓬勃发展。”叶县税务局

局长张航表示。

县税务局为一企业办理留抵退税8700多万元

主动联系线上办 贴心服务不打折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张旭）5 月 17 日晚，叶县人民文化

馆组织文化工作者、文艺志愿者紧

张地排练小品《小家大爱》。

小品《小家大爱》由九龙街道

文化站站长常红军根据真人真事

改编，讲述了两个多月来叶县广大

党员干部日夜坚守在防疫卡点无

私奉献的故事。大概内容是老两

口怕儿子劳累过度，偷偷跑到值班

卡点代替值班。督查人员到卡点

督查，因没有表明身份，老两口坚

决不放行。待儿子返回卡点，老两

口才发现督查人员竟是儿子的女

朋友……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有

责任和义务把他们宣传出去。我

利用卡点值勤的间隙，创作出了这

部《小家大爱》，希望通过作品提振

士气、凝聚力量。”常红军说。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叶县

文艺工作者积极下沉一线，织密织

牢疫情防控网，同时创作出许多优

秀的抗疫文艺作品，展现了疫情防

控的文艺力量。

当天，在叶县的一个网站上有

一场围绕疫情防控而举办的云书

画展，展出几十幅绘画、书法作品，

引来不少网友围观点评；在文化广

场、叶县县衙前制作的系列舞蹈视

频也引来好评潮……

今年以来，叶县文化工作者、

文艺志愿者围绕疫情防控创作文

艺作品 1975件。其中，书法和美术

作品 1050幅、歌曲 88首、河南坠子

56段、快板 56段、剪纸 142幅、舞蹈

62 段、诗歌散文 467 篇、豫剧唱段

54段。

全县围绕疫情防控创作文艺作品近两千件

“艺”起抗疫 凝聚力量

5月 23日上午，常村镇西刘庄村 67

岁的村民王建枝在晾晒刚刚从地里收回

来的小麦。“感谢乡亲们帮俺收麦子，这

下不用让俺孩儿回来了！”她说。

王建枝体弱多病，儿子傅蕾与儿媳

一起在上海务工。麦收临近，因为疫情

已经半年多没有回家的傅蕾既想念母

亲，也牵挂即将成熟的麦子。

前不久，上海等地疫情防控形势稳

定后，傅蕾夫妇就动了回家的念头。西

刘庄村村务助理王亚南获悉后，按照上

级精神，耐心讲解家乡疫情防控政策，建

议他们留在外地安心工作，保护好自己，

也为家乡疫情防控作贡献。

西刘庄村有 200 多人外出务工，为

消除傅蕾等在外务工村民的后顾之忧，

该村组织志愿者帮助在外地务工者家庭

收割小麦。5 月 22 日，村干部傅峰涛领

着收割机来到傅蕾家的地里收割，志愿

者帮忙将麦子拉回家，并表示还将帮着

把秋庄稼种上。 （本报记者 杨沛洁）

“这下不用让
俺孩儿回来了”

5月 17日，叶邑镇东止张村内

处处开着金银花，村民在忙着采

摘。“这是我们村集体迎来的第一个

收获季。”该村党支部书记衡帅说。

东止张村有 1800 多口人，耕

地 1200 多 亩 。 由 于 没 有 工 业 项

目，村民多外出务工。如何发展村

集体经济？

在外创业的衡帅当选村党支

部书记后，与村里的党员、群众交

流，从中寻找突破口。该村辖多个

自然村，村民居住相对分散，村内

有多个荒沟荒坑，因疏于管理，里

面或遍布垃圾，或被一些村民占有

种上了树。

2020 年，随着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的深入，该村将整治重点放在

了荒沟荒坑上。衡帅通过党员代

表会、群众代表会，谈了整治荒坑

荒沟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想法。

于是，被占的荒地收了回来。

衡帅等村干部带头融资20多万元，

找来钩机、铲车和货车，清走了垃

圾，依荒沟荒坡地形整出了土地，

还建起了一座坑塘，面积38亩。

村干部经过考察，于 2020 年

冬季在这些辟出的土地上栽上了

金银花。“有七八块土地，小的只有

几分。”衡帅说。

浇水、施肥、锄草……在村民

的精心呵护下，金银花在荒地上茁

壮成长。今年 5月，金银花开出了

一串串密密的花。伴着阵阵清香，

该村也迎来了金银花的采摘季。

村里随之建成了烤房，用于烘干金

银花。

当天早上不到 6点，脱贫户高

燕燕来到金银花地里时，这里已经

来了 30 多位村民，74 岁的村民李

代也在其中。“村里按斤给钱，当天

就结账。俺每天能挣 50 多块钱，

不用向孩子伸手要钱了。”李代说。

用人最多时有 40多人。“不但

有本村人，还有附近村里的。大家

一视同仁，采摘 1 斤 4 块钱。”衡帅

说。

据衡帅介绍，金银花属于订单

种植，今年每亩地能收获 100 公斤

（烘干后），每公斤收购托底价 160

元。除掉所有投入，每公斤能赚

20 多元。同时，村里今年还在坑

塘内撒了鱼苗，到春节鱼就可以出

塘，到时可再为村集体增加一笔收

入。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金银花开幸福来

5月 22日上午，位于任店镇境内

的叶县瑞鑫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叶跃峰在地里查看小麦长势。“今年

小麦不但丰收，而且品质比去年还

好。”他高兴地说。

该合作社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目

前在任店镇周围流转土地5000多亩，托

管种植5000多亩。小麦吐穗后，叶跃峰

说自己脸上天天洋溢着笑容。“这多亏了

县政府及农业等部门的支持。”他说。

原来，去年秋季持续降雨尤其是

9·24暴雨，导致合作社的小麦晚播一

个多月。合作社按照县农技人员的

要求，播了晚播小麦，每亩多播 10斤，

每亩又追加了 10多斤尿素，使得一类

麦达到了上年的水平。“农技人员经

常来，还请来了省里及漯河的农技专

家蹲地头出对策。”叶跃峰说。

前几天，叶跃峰拿到了贷款合

同，不但银行办理业务很积极，而且

各项贷款利息都有大幅优惠。如 30

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利息从原来的 6

至 7 厘（月息）降到了 3.58 厘，大额贷

款由原来的9厘降至7厘以下。“这下，

我又降低了经营成本。”他说。原来，

他从事的订单种植，尤其是托管部分，

每斤比市场价平均高出1毛钱，但是粮

入库的同时，必须给农户付现金。

“经营成本降低的同时，经营风

险也在降低。”叶跃峰说，种粮食很大

程度上是靠天吃饭的，有时候到嘴边

了，一次恶劣天气，一切成果往往化

为乌有。为此，像他们这样的种植大

户必须购买保险。去年以前，在政府

普惠政策下购买的保险只能保每亩

470斤，今年不但不用掏保费，而且保

到了每亩 1000 斤。他用节省的钱自

购了部分保险，大大提高了保险系

数。“能保成本保收益，这是我们种粮

最大的底牌。”他说。

本月初，合作社的小麦已经普遍

浇了一遍水，因为今年浇地更方便，

早在春节前后，叶县就对该县的机井

及配套设施进行了检修，挖洗了井、

配齐了电线；如今，该县对小麦“一喷

三防”实施统防统治全覆盖，等于为

种植户免费治虫。

风险日益降低，合作社种植和托

管面积逐年增多。去年以来，叶跃峰

投资将粮仓的收储量提高三分之一，

投资近 200 万元购置了大型拖拉机、

喷灌机、筛选机等。尽管玉米还没有

种植，合作社在已有 4 台烘干机（15

吨/天）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两台大型

烘干机（100吨/天）。

当天上午 11点多，叶跃峰接到郑

州客户的订购电话：“绿色富硒小麦

有多少要多少，价格肯定让你满意！”

为提高农作物品质，该合作社于

4 年前创立了绿色种植基地，两年前

开始种植富硒小麦。去年，叶县全县

申请成功 68 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标准化生产基地，这一金字招牌自然

提高了叶跃峰种植的富硒小麦的含

金 量 ，为 其 带 来 了 更 多 的 优 质 客

户。 （本报记者 杨沛洁）

“今年小麦不但丰收，而且品质比去年还好”

5 月 19 日早上不到 5 点，田庄乡黄

营村 60多岁的村民牛晴起床简单吃了

几口饭后，来到村外的大棚内摘黄瓜。

此处有 7 个大棚共 30 亩地。牛晴

到来后，陆续有 30多名 50岁至 70岁的

村民来摘黄瓜。他们熟练地采摘，然后

装箱，再用电动车运到大棚外的路边。

就在大家陆续将整箱的黄瓜运到

路边时，王占领的货车到了。接着，王

岗辉的货车也停到了路边……他们均

来自市区的丰莱果蔬交易中心。

王占领和王岗辉来到休息室，50岁

的村民陈艳奇已将茶泡好，双方寒暄着

坐下。

陈艳奇是这些黄瓜大棚的主人，在

此种植已 11年。

“就是靠着陈艳奇一个人成就了这

里的黄瓜产业。”陪同采访的田庄乡党

委副书记王涛说。

卖了货车种起瓜

田庄乡紧临叶县城区，为促农增

收，早在本世纪初，该乡就大力发展果

蔬产业，黄瓜、西红柿、芹菜、甜瓜一度

远近出名。

陈艳奇最初买了辆货车帮人运砖，

后来生意惨淡。依托田庄乡的招牌，陈

艳奇卖掉货车回村租了 15亩地，走上了

大棚种植蔬菜的道路。

第一季是黄瓜，黄瓜过后是茄子，

或者是辣椒……万事开头难，第一年黄

瓜收获季，陈艳奇在地里摘完后，又四

处跑着销售。没有固定客户，自然没有

价格话语权，忙活一季反而赔了。

痛定思痛，第二年黄瓜种上，陈艳

奇就忙着寻找客户，就这样认识了王占

领。王占领是个有着 20多年卖菜经验

的批发商，生意从市区火车站批发市场

到东环路批发市场再到丰莱果蔬交易

中心，用他的话来说，提起自己的名字，

菜贩们没有不知道的。

靠着不怕吃苦的执着和诚信经营，

陈艳奇在果蔬产业上滚动发展，从原来

的 15亩大棚发展到目前的 30亩。

陈艳奇的种植技术和销售技巧也

逐年提升。为实现冷棚黄瓜及早上市，

他在大棚里先建起一层大棚，然后又建

起两层大棚。“用上三模大棚，黄瓜能早

上市一星期多，每斤能卖到一块五以

上。”他说。

买卖双方心连心

当天上午，陈艳奇只在两三个大棚

里巡视了不到 20 分钟，就回到休息室

拿出账本，不时有人将装箱的黄瓜过磅

后给他报出重量，他边与收购商聊天边

记录。

“ 老 陈 很 守 信 用 ，与 他 合 作 很 愉

快。”王占领说，他现在根本不用去验司

磅员报的数。

诚信是根本，由运输业转型的陈艳

奇深知这一做生意的秘诀。从种菜的

那天起，他就牢牢秉承这一朴素的宗

旨，先是重量上足斤足两，接着与收购

商签订君子协议：无论价格贵贱紧俏与

否，只把产品卖给收购商。“咱种菜是挣

钱的，人家收菜也是挣钱的，人家亏了，

还会来吗？”陈艳奇说。

“人家不让咱亏，咱也得让人家挣，

不然人家不种了，咱上哪儿收去。”王占

领接过话头说。

随着交往的增多，双方的心越走越

近，收购商也传授陈艳奇采摘的技巧：

把品相不好的挑出去，能够卖更好的价

钱。最好在早上摘，能最大限度地保持

黄瓜的品相……

于是，陈艳秋要求摘黄瓜的村民，

将品相不好的另外打包处理，采摘过程

中发现弯的黄瓜及早打掉。他还在大

棚四周安装了摄像头，并与收购商的手

机联网。

以心换心，王占领经常邀请陈艳奇

到丰莱果蔬交易中心看菜价，还建议他

不定期到市场上暗访。据王占领介绍，

他批发出的价格只比收购价每斤（1斤=

500 克）高出两毛，扣除运输等方面成

本，利润保持在一毛左右。“一车就是七

八吨，利润在 1500 元左右，往往半天就

批发完了，知足了。”他说。

由于鲜菜价格波动快且难以捕捉，

买卖双方形成了默契：装车运出的时候

不问价钱，销售完毕后对方报出单价，

陈艳奇就算出了当天的产值。

“许多种植户干不下去，买卖双方

不信任是原因之一。”王占领直言不讳

地说，种植户想多卖钱，收购商想少出

钱。于是，货紧俏的时候，种植户不守

承诺将货转手卖给别人；滞销的时候，

收购商因不好卖自然不愿意收购。由

于信息不对称，有时候收购商拼命压

价，种植户则会以次充好，甚至装上车

了就地加价。“就这样，你打我一锤，我

必然还你一锤，收购商受伤害了不来

了，种植户因卖不出好价钱总是赔本而

‘歇菜’。”他说。

在陈艳奇这里，买卖双方关系和

谐。即便有时候卖不了，收购商也会照

单收购，帮着种植户渡难关；陈艳奇获

悉后，往往会在收购价格上再退一步。

“彼此都不能让对方倒下，生意才能更

长久。”陈艳奇说。

产业道路日益宽

上午 9点多，大棚外的路上还停有

七八辆大货车。“每车都能装上 8 吨左

右。”陈艳奇说。

当天来的收购商有五六家，因为这

里已经自发形成了市场，附近的种植户

也相继把黄瓜运到这里统一过磅装

车。当然，销售模式自然与陈艳奇一

样，装车不问价，黄瓜的品相也是一级

的。

据陈艳奇介绍，有20多个种植户汇

集这里销售，种植面积250多亩，除田庄

乡外，还有任店、夏李、辛店、常村的。

原来，这些都是陈艳秋示范带起来

的种植户。看着陈艳秋腰包一天天鼓

起来，不时有村民来取经。陈艳秋就在

种植、施肥、治虫等方面无偿提供技术，

并帮助销售。

为守好协约，陈艳秋将示范带起来

的种植户建立了微信群，提前一天在群

里公布收购信息。久而久之，随着收购

量的逐年增大，陈艳秋的大棚外便形成

了蔬菜市场，也吸引来了更多的收购商。

“陈老板人品好，又不怕吃亏，俺相

信他。”当天，来自夏李乡官庄村的张弯

边将黄瓜过磅边说，在指导种植管理

上，陈艳秋从不保留，而且随时喊随时

到。近年来，他的种植收益稳中有升。

“每次，陈老板开车到我那里免费

指导，光油就得烧掉 50元，人家从来没

让报过。”来自辛店镇大竹园村的种植

户弓天福说。在陈艳秋的带动下，他种

了 20亩黄瓜，收益不错。

“随着市场收购量的增大和收购商

的增多，收购价格只能向上走，因为规模

大后种植户才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王占

领说。陈艳秋自己探索出来经营之路，

再让大家共同来维护，产业只能越做越

大。所以，此次疫情期间，收购商办理通

行证后，首先来这里收购黄瓜。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艳秋透露，他

计划将大棚对面的 50 亩土地流转，继

续扩大种植规模。（本报记者 杨沛洁）

疫情使市场流通受到影响，一些地方出现卖菜难。然而，田庄乡黄营村的
黄瓜产业却平稳发展，且已持续近十年——

经营守诚信 产业路更宽

5 月 23 日，叶县纪委在常村镇

召开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会议。

该镇一镇干部遭一村民检举

控告，经县纪委反复查实属恶意诬

告。为还原公道、扶正祛邪，县纪

委召开此次会议，同时将恶意诬告

者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扶正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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