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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人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是句容一家综合性农业科技型企
业，建有6家为农服务实体店。当
地颇具知名度的越光大米、高架草
莓、金蝉花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
对口扶贫协作地区的特色农副产
品也依托这一平台打开了市场，

“茅山人家”因此成为网红店。
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茅山人家”的客流量、货流量“双
下降”，“网红店”一时陷入窘境。

新的组合式税费政策如“及
时雨”助企纾困解难。“税务部门
针对我们的实际经营情况，对自
产自销、收购农产品再加工销
售、合作代销等各类经营模式相
关税收政策，提供了针对性的宣
传辅导。一系列给力的优惠政
策，有效缓解了企业经营压力。”
企业负责人吕素琴算了一笔账，
今年“茅山人家”一共享受“六税
两费”减免 3.5 万元，享受企业所
得税优惠 2.7 万元。“税惠服务精
准及时，帮我们走出困境，更提振
了做大做强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各类减
税退税相关优惠政策落实落地，句
容市税务局创建了“线上直播间，
线下工作室”税费服务联动机制，

“税小希”直播间受到了纳税人欢
迎。“在直播间，税务干部为我们

‘敲黑板’‘划重点’，对政策把握不
准、网上办税操作不清楚的地方，
大家还可以互动。”“茅山人家”财
务负责人王爽对此连连点赞。

当前正是桃子、葡萄等时鲜水
果上市时节，句容税务部门依托纳
税人之家、“税小希”直播间等渠
道，持续开展形式新颖、针对性强
的宣传活动，为当地农民、农业合
作社送去税惠“红包”。

本报讯（杨泠 冯新春）7月 3日，
市卫健委（市接种办）组织各市（区）
卫健委、医疗机构，在全市范围内老
年人聚集的 7 个场所，同时开展“全
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暨全市联动大
型义诊活动”。记者了解到，当天起，
我市老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可享“福
利”：全市 60岁以上市民在接种点完
成一剂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后，在江
大附院、市一院、市二院、市三院、市
四院、市精神卫生中心、市中医院、市

口腔医院中的任意一家医院就诊，可
凭接种后发放的减免凭证免除 1 次
门诊诊察（挂号费）费用。

7 月 3 日上午，市卫健委与润州
区卫健委、市疾控中心、市一院、市
急救中心等医疗系统单位联动，在
此次活动市区主阵地——南山北入
口设置大型活动点位。早上 8:00，已
经有不少路过市民或走进专家义诊
区，或来到健康体检区，咨询疫苗接
种事宜和健康问题。 （下转7版）

本报讯（陈志奎 赵志峰）7月1
日下午，市工信部门组织开展“智改
数转”走进智能车间专场，正式启动

“智改数转”走进技术改造系列活动。
今年以来，工信部门深入贯彻落

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
的工作部署，牵头制定《镇江市制造
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三年实
施方案》，以实施“十大行动”为抓手，
明确工作目标，加大支持引导。为营
造浓厚氛围，当天举办“智改数转”走
进智能车间专场活动，目的就是推进
制造业加速“智改数转”步伐，推动企
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截至目前，我市
已创成省级示范智能车间87家，数量
列全省第6位。 （下转7版）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三茅街道企东村创新形式服务群众——

10年“民情日记”写满为“民”真“情”
本报通讯员 陈瑶 本报记者 滕庆海

马埂村 300多亩桃园内桃香四溢，一个个红彤彤
的桃子挂满树梢，山里弥漫着诱人的果香；玉晨村的林
下食用菌基地大棚里，一朵朵长势喜人的食用菌菇让
农民笑开颜；上杆村怡康园内，16个品种的中草药陆
续进入收获期，农民们正准备采收……临近收获季，句
容茅山风景区农民的笑意写在脸上。

近年来，茅山风景区推进“一村一品、一村一特”，
探索“产业支部领航、经济实体运作、党员群众参与、户
户齐奔小康”的农村产业发展之路，逐步形成由南向北
的中草药、草坪种植、有机稻米等“六园经济”产业布
局，结合实际因村施策，因村制宜以项目化拓宽渠道，
深入推进集体经济结构性调整，进一步增强村集体经
济的“造血”能力，带动全区村民增收致富。

2021年年底，玉晨村成立了三峰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选用村集体8亩林地，投资40多万元，建成51个
独立大棚，林下种植羊肚菌、赤松茸两种食用菌。此次
收获的赤松茸又名大球盖菇，因其极佳的口感和丰富
的营养价值受到市场青睐。

“茅山天贵老鹅”是夏林村一块响当当的招牌，从最初
几十只的年销售量增长到如今几十万只，年销售额从几千
元上升至千万元。目前，夏林村有近60户村民从事“老鹅
产业”，老鹅成为周边群众的“富裕鹅”。

马埂村青山绿水环绕，岗坡旱地，光照充足。该村
近年来发展林果面积达 1000多亩，其中，桃子 300余
亩，有油桃、黄桃、胭脂脆、野鸡红等 8个品种，年产量
可达到10万多公斤。

上杆村怡康园家庭农场内，种植着多种中草药，种植
面积约450亩。农场内种植了薄荷、凌霄花、牡丹、芍药、吴
茱萸、白术、紫苏、黄精等16个品种，平均亩产值在5000-
10000元。除现有品种外，2019年，农场还引进了藏红花，
种植面积约33亩，亩产值达20000多元。农场作为深圳津
村药业的生药种植基地，将津村的GACP管理理念用于产
业发展中，进一步规范了药用植物种植。2020年，通过大
棚种植，实现了藏红花种植产量和品质的双提升。

据了解，茅山风景区10个村近年来共发展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20多个，面积2万多亩，每年为集体经济增收
1000多万元，带动农民增收2000多万元。 （下转7版）

本报讯（记者 张驰川 沈湘
伟）“以后办理公证材料更方便
了，到公证部门一次就能办理成
功，这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真是一
件大好事！”62 岁村民赵广福开
心地说道。7 月 3 日，记者从市
公证部门了解到，镇江新区大路
派出所党支部与镇江公证处党
支部开展了一次特殊的党建联
盟活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在
全省首创数据共享惠民模式。

镇江公证处主任、党支部书记
张晓淑告诉记者，近年来，居住在
偏远乡村的村民办理公证手续较
为不便。除了交通不便外，不少村

民年纪偏大、文化程度较低，无法
按要求提供材料，浪费大量时间。

“公证手续办理不顺利，群众
自然有怨言。”大路派出所所长罗
海波表示，不少群众不太了解公
证手续办理流程，加之公证材料
较为专业，群众提出办理证明时
表述不清，时常造成提供的证明
材料不符要求。再次来补办时，
群众往往意见较大，对民警及公
证人员颇有怨言。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公证
部门想群众所想：如果能让警方
的相关数据信息与公证部门共
享，民警向公证部门提供所需要

的信息，无需群众往返跑腿，就能
避免这种情况，让群众满意。

公证部门与派出所经过沟通
后，一拍即合，双方约定：大路派出
所将为镇江公证处材料调取工作提
供支持，当地村民到公证部门一次
上门，即可在最短时间内办理相关
公证，无需当事人往返递送材料。
事后，则由镇江公证处工作人员持
单位介绍信、（工作证）身份证明材
料及公证申请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等（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赴大路
镇派出所调取并办理相关材料即
可。同时共建协议还约定了保密内
容，充分保障群众的隐私和利益。

评选评选““盛夏的果盛夏的果实实””
7月3日，由句容当地果农种植培育的30个鲜桃品种，汇聚在宝华山脚下开

展评选。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和江苏省林业局、镇江市农科院等单位的专家
现场评选打分，评出特等奖、金奖、银奖及优秀奖。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亚夫科技服务句容工作站宝华山服务点”揭牌仪式。

滕庆海 辛一 郭心悦 摄影报道

公证部门与派出所联手为群众解忧——

数据共享，办理公证更方便了

税惠“红包”助网红店“翻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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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纾困解难
退税减税故事

身份改变
放弃白领职业 乐当新型农民

2版

信号灯改变
优化交通管理 开启提速降温

4版

生活品质改变
社区党建引领 发力改善民生

3版

朱婕 王月 陈萍

本报记者 童本宽 徐心俊
本报通讯员 孙富民 张波

“2012年 11月 26日上午 8：00，
到二组做村民清除企东港绿化带内
种植蔬菜的思想工作……9：20到10
组杭宗祠港边查看露天粪坑情况，
经了解该地段共有5处露天粪坑，随
即动员他们清除……”

“2022 年 7 月 3 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早上 7:00到本网格内巡查违章
搭建、乱堆乱放，在巡查中没有发现
有违章发生……8：10，我像往常一样

到村民组长韦小平家中议事……”
一本“民情日记”，扬中市三茅街

道企东村的村干部已经记了 10年。
翻开一本本民情日记，记者发现，其
中不仅记录着村民生活的点滴变化，
也折射出村干部每天在自己分管的
网格里行走的足迹，更映照着企东村
委会对百姓有求必应的情怀。

织密党群关系的连心网

2012年，扬中推行农村“一户一
档、一户一卡、一组一员、一人一区”
为民服务体系，企东村创新实施“民

情日记”服务制度，即根据“一人一
区”的分工，村干部将在责任片区的
工作概况、每天联系服务群众的情
况、帮困助残事项等，均用日记的形
式记录下来。10年来，企东村的村
干部坚持人手一本“民情日记”，坚
持与群众面对面“访”、心贴心“聊”，
每天用铁脚板丈量着自己的网格。
每位村干部做到及时发现情况，以
笔头传递责任，用实打实的“做”把

“民情日记”做成企东党建品牌。
目前三茅街道办已将企东村的

这一工作法推广至所辖的 33 个村
和社区，并统一印制了“民情日记”
的笔记本。

企东村党委书记张怀根告诉记
者，“民情日记”不仅记录着村情、民
情，每位村干部还结合自身工作，认

真记录个人开展工作的具体做法、遇
到的困难问题以及切身感受。日常，
村干部之间相互传阅日记、交流经
验，针对问题集思广益。村里在综合
服务大厅内设置“民情日记”公示栏，
定期邀请村民组长、党员和村民代表
开展“民情日记”展评，展评的结果作
为村干部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

服务广大群众的风向标

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是推行“民
情日记”的初衷。扬中创建全国卫
生城市和文明城市期间，记者看到，
在企东村网格长秦安林的日记本上，
密密麻麻记满了群众反馈的环境问
题，因为他的网格紧靠汽车客运站，
外来、暂住人口较多，一直是“双创”
的重点、难点区域。 （下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