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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消息，本周开
始气温将“火箭式”飙
升。预计北方在24日将
率先开启升温，南方回暖
略微滞后，明显升温要从
26日之后开始。值得注
意的是，银川有望迎来今
年首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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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专项行动三个专项行动
十 步 先 手 棋十 步 先 手 棋

扎实开展扎实开展
全力下好全力下好

“怎么说·怎么争·怎么干”系列访谈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下好“项目建设”先手棋 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
本报记者李阳阳

“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硬支撑。市委
‘新春第一会’提出扎实开展‘三个专项行
动’，全力下好‘十步先手棋’，为我们指明
了方向、提振了信心，我们将坚定落实开局
就要大干、定下就要快干、实绩就要实干的
部署要求，下好‘项目建设’先手棋，千方百
计扩大有效投资。”2月22日，银川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侯自强说道。

侯自强表示，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将精心谋，把项目建设作为“一号工程”，
开展“谋跑争促”专项活动，在已经谋划储
备1241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1121亿元
的基础上，坚持以规划谋项目，对接国家战

略规划，结合“十五五”规划，找准用好中央
政策结合点、发力点，争取更多的项目纳入
国家、自治区重大项目清单。建立前期项
目、建设项目、竣工项目“三个清单”，形成
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推进一批
的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要奋力争，紧盯“两重”“两
新”“两业”，储备拟争取中央资金项目519
个、拟争取资金253亿元。截至目前，已上
报项目60个、拟争取资金35.3亿元，争取到
位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4.2亿元。第一批
上报专项债项目25个，总投资119亿元，资
金需求76亿元，居全区第一。精心做好各

类要素保障，提高项目成熟度和对接精准
度，“跑部进京”争项目争资金争政策争示
范，力促全年上争资金240亿元以上。

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围绕“三
都五基地”“两地五中心”以及农业培优计
划等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开展一链一策、
卡位入链精准招商。持续向民间资本推介
项目，落实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
力促民间投资比重稳定在60%左右，一季
度招商引资到位资金80亿元以上。

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坚持干字
当头，精耕细作、加压奋进，强化领导包抓
领办、晾晒比促、一线服务等项目推进机
制，组织实施有效投资、项目建设、资金争
取、民间投资“四维攻坚”，以“人生能有几
回搏”的拼劲，盯节点、抓进度、补缺口，压
茬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第一批基本建
设项目一季度开工率达到70%以上，完成
投资100亿元以上、增长10%以上，以项目
建设稳增长、促发展。

银川税务

修复信用解难题 为企排忧助发展
本报记者李鲲鹏

“修复完纳税信用的那一刻，我们感觉如释重负，真是太感

动了！”近日，在成功完成信用修复后，浙江省台州市银河变压

器有限公司银川办事处财务人员李女士激动地说道。

据了解，该办事处被评为D级，导致该公司信用等级被扣

分，进而影响其在外省市的招标等工作。银川市兴庆区税务

局了解情况后，主动对接企业，安排专人对企业进行纳税信用

修复专项辅导，引导其按照规定提交修复，最终成功将企业纳

税信用等级修复，减少对企业的负面影响。

优质的纳税信用是企业诚信经营、长远发展的“金色名

片”，也是享受税惠政策、开展招投标和融资的重要“敲门

砖”。近年来，银川市税务部门扎实开展纳税信用评价工作，

积极推动纳税信用融入社会信用。

银川市税务部门及时为企业提供精准辅导，通过开展

职业道德教育等方式，帮助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获取更高

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充分保障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积极向企业解读纳税信用修复办法，明确信用修复的条

件、范围、程序和时限等，让纳税人清楚了解相关事项。

“运用事前告知、温馨提示、说服教育、约谈警示等非

强制执法方式，在向纳税人送达处理处罚文书的同时，告

知重大税收违法信息公布的条件和时间点，并在关键时

间节点提示信用修复、法律救济，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

融。”银川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对不同等

级的纳税人实施分级分类服务和管理，对A、B级纳税人

提供绿色办税通道、优先办理、发票按需领用等激励措

施；对D级纳税人加强监管，严格控制发票领用，提高检

查和日常辅导频次。

同时，市税务部门对内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配合，对于

不及时申报缴纳税款的企业，积极与管理分局沟通，跟踪企业

纳税信用评级情况，督促失信企业在规定时限内缴清税款，主

动帮助纳税人开展内部管理合规性建设。对外加强与其他政

府部门、金融机构的沟通协作，支持守信企业在市场准入、融

资贷款、政府采购等方面获得更多的机会和便利，让失信企业

受到相应的限制和惩戒。

银川市 2024 年实现纳税信用A、B级企业数量共计

5万余户，占比达45.51%，有效推动经营主体充分认识纳

税信用这一宝贵的“无形资产”，促进企业遵纪守法、诚

信经营。

第三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名单公布

我市一企业入选
本报讯（记者 李鲲鹏）近日，中央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
培训中心公布了第三批全国共享农民田间
学校名单，全区共有2所田间学校入选，灵
武市夏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农民田间学校
榜上有名。

灵武市夏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农民田
间学校依托一二三产业融合园和连栋大

棚，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积极
开展观察、试验、实践等教学活动。实训实
操基地占地2000亩，其中核心教学实操面
积300余亩。西瓜、小番茄、甜瓜等特色瓜
菜实训大棚30栋。同时配备了培训教室、
教学器材等教学设施和设备，为培训活动提
供了有力保障。制定了10余项管理制度，拥
有专业技术教学人员20名，辅导员15名和

“土专家”5名。通过“外培、自培、外请”等多
种途径以及系统培训、实践实操、示范带动
等措施，先后举办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
民、农村实用人才等相关培训40多场次，培
训覆盖4000余人次。此外，还通过创新培
训模式，调动当地农户的参训积极性，让学
员在“做中学、学中做”，真正掌握农业技术
要领，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

近年来，灵武市积极推进农村实用人
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土专家”“田秀才”

“新农人”的带头作用，利用培育基地和田
间学校，以田间课堂为载体，广泛开展农民
田间技术培训活动，大力培养农业科技、瓜
菜种植等实用人才，推选61名农民获评银
川市高素质农民职称，提升农村实用人才
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

近日，在西夏区镇北堡镇昊苑
村的大棚里，大樱桃已经成熟，颗
颗娇艳欲滴的果实汁水丰富、口感
香甜。因在本地上市早，不愁销
售。宁夏易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马怀邦介绍，大樱桃九成熟
的时候已经被顾客摘走，“现在是
熟一批被摘走一批，大家都想在这
个季节吃到新鲜大樱桃。”

据我市农业部门统计，自
2015年栽培大樱桃以来，我市陆
续引进了布鲁克斯、美早、萨米脱、
俄罗斯8号等多个优良品种，形成
了以贺兰县为主、其他县区均有种
植的格局。截至目前，全市设施樱
桃种植面积已超过1000亩。

在四季鲜果品批发市场，有10
余家经销商对大樱桃进行批发零
售。小任果业四季鲜水果销售店
负责人郭永强介绍，本地的大樱桃
进入市场的时间大多在3月底至4
月，每公斤价格在150元左右，和
外地的大樱桃价格相当，“不过，本
地的大樱桃口感更好。”四季和源
果品公司销售负责人陈龙也认为，
本地的大樱桃品质不次于同期上
市的大连大樱桃。

据介绍，按照上市时段，银川
大樱桃主要与3月到5月上市的辽
宁、山东大樱桃展开竞争。如果改
变种植方式，还可以提前到春节前

后与进口车厘子竞争。有近
10年经验的果品经销商认为，

本地的大樱桃如果在春节
期间上市，从价格
和品质上可以超越

进口的智利
车厘子。

突破“瓶颈”关注前景
本报记者卜令峰闫红强

在银川种植大樱桃，既有“瓶颈”
又有前景。“瓶颈”是投入成本高、技术
要求高；前景是市场广阔、口感好、有
竞争力。面对这样的局面，种植户要
发挥“内因”作用，研究种植方法，
紧盯市场走向，政府可以发挥“外
因”引导作用，通过政策、资金
支持等方式，让“一棵樱桃树”
变成“樱桃大产业”，让
银川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开辟一条
新路径。

银川大樱桃
奏响新序章

本报记者卜令峰 闫红强

在如今的消费市场中，银川本地生产的樱桃开始“频频现身”，其种植情况、销
售前景如何？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

从消费者和经销商的反馈来看，
银川大樱桃的口感与新鲜度具备市
场竞争力，但短板是种植面积太少，
难以形成规模产业优势。目前，我市
设施樱桃种植规模正在逐步扩大。
宁夏鲜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在
兴庆区掌政镇通贵乡、永宁县闽宁
镇、贺兰县习岗镇种植了近200亩的
温棚大樱桃。

在掌政镇车厘子种植基地，2500
棵樱桃树已从去年开始挂果销售。
宁夏掌政鲜丰回味车厘子种植基地
负责人龚文刚介绍，去年大棚里的大
樱桃成长为4J标准，最贵的价格为每
公斤400元。

在樱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同
时，企业也在不断探索新方法，抢抓

最佳档期增加经济效益。马怀邦用
两年改变樱桃的成熟上市时间，他通
过袋装栽培的方式让樱桃树可移动，
调整树木休眠时间，让其在当年11月
开花、次年2月果实成熟。马怀邦介
绍，将继续调整樱桃树的休眠时间，
让大樱桃在2026年的春节前上市，与
进口车厘子同台竞争。普通温棚种
植的樱桃，亩产为750公斤到1000公
斤。通过袋装培土方式，马怀邦种植
的温棚亩产可能达到 1500 公斤到
2500公斤。

马怀邦希望通过自己的探索走
出一条增收的路子，还希望能让银川
本地的大樱桃“开枝散叶”，通过与村
民合作或者租棚的方式，扩大樱桃的
种植规模，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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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农户正在打理樱农户正在打理樱
桃树桃树（（22 月月 88 日摄日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李靖李靖摄摄

樱桃长势喜人（2月20日摄）。
本报记者卜令峰 闫红强摄

今年，银川高新区将按照自治区推动苏银产业园—银川
高新区（马家滩C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一体化发展的总体
规划，加快推进马家滩C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建设，培育发展先
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算力等新兴产业，加快构建有特色、有效
益、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季度，银川高新区计划开
（复）工项目22个，总投资172亿元。截至目前，昆工铅炭储
能电池生产基地、新澳纺织羊毛（绒）精纺等项目已开（复）工，
开（复）工率50%。

建设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