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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惠春风送来乡村好“丰”景
蓟州区完善税收服务举措助推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

■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王新钰

乡村速递

■ 本报记者 徐杨

《天津日报》联合津云新媒体，带您
上山采摘，奔赴田园，一路追寻天津乡
村的大美风光与宝藏好物，从产品到
风景再到风土人情，全方位展现新农
村的新风貌，将山田间的美食带到您
身边。

北辰区新添

文旅重点项目

乡村走读

蓟州区梨木台“夏花绚烂”

宁河区举办“吃货节”

6月，正值蓝莓销售旺季，走进蓟州区马伸
桥镇的蓝莓小镇，一株株蓝莓“含笑”枝头、果香
四溢。
这里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效益

最高的蓝莓种植基地，相关从业人员4700余
人，涵盖农户个体种植、公司规模化运营等多种
方式。
如何让从业者享受税收减免政策红利，为

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助力蓝莓小镇农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 税收为这片“丰”景美图添
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蓟州区税务局“税管家”
团队发挥重要作用，为厚植乡村振兴沃土源源
不断注入“税动能”。
今年以来，蓟州区税务局持续发挥税收职

能作用，聚焦农业农村需求，践行“您办税 我
便民”的服务理念，多举措以税“惠”农、以税
“助”农、以税“兴”农，让税惠春风为乡村振
兴助力。

税惠滴灌
赋能种业强“芯”

天津天食牛种业有限公司是海河牛奶的种
源基地，专注育种半个世纪，为我市唯一从事种公
牛培育及牛冷冻精液生产销售的企业，是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级重点种公牛站。
走进位于蓟州区尤古庄镇的天津天食牛种

业有限公司，“天津种公牛站扩建”项目标志首
先映入眼帘。该项目是农业部的重点项目，占
地149亩，设计饲养规模150头，预估年产优质
冻精100万剂。
种源安全关系国家安全，担任该公司税管

员的李金有深知种业安全重要性，所以他定期
与企业沟通，了解企业在育种、养殖和销售过程
中的涉税需求和种业技术升级问题，为企业提
供及时的服务。
眼下，该公司种公牛技术正迎来重要的发展

机遇，技术人员忙着观察牛种细胞的细微变化，通
过不断的实验和数据分析制定最佳育种方案。
“种公牛站里的每头公牛都经过精心挑选、

培育，一个成功的育种周期大约要5年，先后经
历品种登记、遗传评估、选种选配等流程，每头
种公牛的诞生都代表着育种技术的进步和畜牧
业的繁荣。”技术人员自豪地说。
“种公牛培育周期长、投入大、成本高，公司

能够持续壮大，必须感谢国家税费优惠政策的
大力支持，让我们享受了很多农业免税政策。
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一项，2023年我们就减
免税款100余万元，为育种技术升级提供了更
多的资金支持。”公司生产基地负责人李宁说。
种业发展壮大离不开企业的执着追求与不

懈努力，也离不开税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为助力牛种业高质量发展，在落实落细税

费优惠政策上，蓟州区税务局锚定“政策找人”，
成立精准推送工作团队，通过征纳互动对企业
靶向定位、分类划型、标签加注、精准推送、兜底
辅导，努力提升政策宣传辅导的精准性，确保企
业应享尽享税费红利。在提升税费服务质效
上，蓟州区税务局积极践行“您办税 我便民”服
务理念，充分利用“津税通”等方式，远程受理或
协助企业办理税费业务，让企业多“走网路”，少
“跑马路”。
“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育种技术也

在自立自强中不断升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通
过一流育种，赋能种业强‘芯’，助力企业做大做
强。”李宁对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税管服务
赋能蓝莓产业

天津汇丰蓝莓公司种植有限公司建于

2013年，是蓟州区马伸桥镇规模最大的一家蓝
莓企业，多年来该公司一直采用传统地栽模式
栽培蓝莓，但由于蓝莓栽培对土壤环境要求较
高，土壤较多不可控因素导致蓝莓生长速度相
对较慢。
为了持续增收，该公司引进世界先进的蓝

莓基质栽培技术，由“地栽”改“盆栽”升级生产
技术。不同于传统栽种，“盆栽”摆脱对土壤的
依赖，蓝莓不仅成熟期更早，而且口感更好、个
头更大，对农民增收有巨大作用；后续推出蓝莓
果酱、果干、果酒等深加工产品，为实现农产品
增值奠定了基础。
该公司生产经理闻东生说：“近几年，随着

蓝莓市场日渐饱和，蓝莓产业竞争集中体现在
技术竞争上。在‘税管家’指导下，我们享受到
税收减免政策的红利，为实现技术创新提供了
资金支持。”
闻东生口中的“税管家”是蓟州区税务

局与马伸桥镇政府联合推出的税惠助农机
制，通过指定税务干部作为“税管家”，跟踪
农户、农作物公司和区农品供销社产销链
条，全环节、精准化提供税费减免、社保缴
纳、个税附加扣除、发票开具等涉税服务，
让农户们专注深耕培植技术，持续点亮“蓝
莓小镇”亮丽名片。
如今，马伸桥镇不仅致力于蓝莓种植与销

售，还积极拓展蓝莓采摘业务。
“我们每年都会来采摘几次，孩子可以亲近

大自然，一家人可以度过一段愉快、放松的时

光。”从市区驱车而来的李先生说。
近年来，马伸桥镇大力提升交通、住宿、餐

饮服务能力、接待能力，以蓝莓为主题打造“蓝
莓直播大赛、蓝莓种植分享”等一系列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来采摘和观光旅游。接下来，还将围绕蓝莓
小镇主园区，打造草莓、苹果、中华寿桃等5个
配套园区，形成“全年有果、四季采摘”的农业园
区产业格局。
为了助力蓝莓小镇高质量发展，蓟州区税

务局马伸桥税务所的业务骨干们持续发挥“税
管家”作用，通过网格管理和税收大数据为民
宿、餐饮、景区等蓝莓采摘相关产业链和旅游产
业上下游企业梳理税惠政策，秉持“小、短、快”
的服务质效，通过微信群建立服务“微圈”，不分
时间地点为纳税人提供点拨操作、点阅政策、点
查密码等“点屏服务”，成为镇域产业链会计口
中的迷你版“12366”。
“平时工作比较忙，来回跑路也麻烦，通过

税务部门的‘点屏服务’可以第一时间解决心
中疑惑，真的很给力！”从事农家院经营的李国
军说。

“春风”送暖
赋能乡村旅游

“请问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为每月
多少元？”“3000元！”“答对了！送您一份税宣

文创产品。
“接下来，由我们的业务骨干向大家普及赡养

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相关政策……”
在天津市税收法治宣传教育基地里，蓟州区税

务局春风服务队的税务干部们正开展寓教于乐的
普法活动。
“没想到旅游景区里还有普法基地，开展的活

动还很有趣，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让我弄明白税
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黑龙江的宋女士日前到蓟
州区西井峪村旅游，一来就碰上了村里的税收普法
宣传。
为全面贯彻落实“八五”普法重点内容，蓟

州区税务局经过反复推敲、多方论证，在环境
优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人流量大的
“西井峪民俗摄影村”建立了天津市税收法治
宣传教育基地，依托其突出的地域优势、文化
优势、“名声”优势、客源优势和广泛的传播
力、影响力，实现税收法治宣传教育与绿色乡
村旅游相融。
该基地突出“沉浸式”体验，打造耳听、眼看、口

说、心悟的普法举措。
——用耳朵“阅读”，利用有声图书馆让税法宣

传“声入人心”。“有声图书馆”以喜马拉雅平台为支
撑，上线纳税人、缴费人喜闻乐见的《“津”儿个说
税》《税收点亮生活》《每日财税》等多档税务有声宣
传节目，同时开设《初心与使命》《国学》《法律》《财
经资讯》等多个有声图书栏目，囊括图书资源16000
余本。纳税人、缴费人通过手机扫描识别二维码，
即可在线“听览”群书。
——用眼睛观察，通过点滴“税元素”让税法

宣传“映入眼帘”。景区各点位巧妙融入各类
“税元素”，将普法融入日常生活场景。既有石
碑式标识、宣传展厅、税法学堂、读书角、普法
宣传栏、临时宣传点六大阵地，又有咖啡杯、遮
阳伞、纸杯、地图等法治文创产品及景观树上
悬挂的税字灯笼、网红路布景、景观台展板等，
切实将税法元素融入景点、融入群众日常生
活，营造随时普法、随处见法的“沉浸式”普法
氛围。
——用语言讲述，花样新税宣让税法宣传

“脱口而出”。“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猜一
个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赡养老人！”“杨柳千里
绿，春风暖万家。”猜一税务热词……为了让税
收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更有生机，蓟州区税务局
注重以“文艺式”“启发式”“互动式”的形式开
展“沉浸式”宣传，不仅有常态化的政策咨询集
市，还积极开展税宣快板书《税收春风伴你行》
和“诗词灯谜”、小小税宣员之税收宣传“我来
讲”等创意活动，让群众可将税收法律常识“脱
口而出”。
——用身心感受，体验让税法宣传“身临其

境”。除景区的“流量”游客外，蓟州区税务局常
年结合 4月税收宣传月、5 月房产税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及 10 月旅游旺季、宪法宣传周、民法
典宣传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将区委区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青少年学生群体、全区大中小型
企业负责人和会计、广大群众“请进来”，开展
“法治知识小课堂”“‘税’入千家万户‘典’亮美
好生活”等实践活动，身临其境感受“有声图书
馆”、网红地“时光税道”“西崖晚眺”等景点，达
到在休闲娱乐中感受法治文化、涵养法治精神
的效果。
在该基地的辐射带动下，蓟州区税务局以服务

基地企业、商户和游客为切口，点对点、面对面、线
连线、手把手开展辅导培训，把税惠红利送到每位
纳税人、缴费人手中，不仅打通了法治宣传教育
“最后一公里”，还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注入了强劲
动能。
“好政策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税法

宣传需要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蓟
州区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蓟州税务将全方
位、多渠道、深层次开展政策宣传辅导，多措并
举提升税费服务质效，着力解决纳税人、缴费
人急难愁盼问题，持续释放税惠政策红利，为
乡村振兴增信心、强动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徐杨）近日，蓟州
区梨木台风景区栾树花大面积开
放，黄灿灿的栾树花勾勒出夏日
“绚烂”，引得大量游客驻足拍照
欣赏。
据了解，梨木台风景区内自然

生长着栾树上千株，每年花期为6
月至8月，目前正是赏花避暑的好
时节，进入景区可谓“满城尽带黄金
甲”。这里的栾树是净化空气的主
要树种，风景区内栾树、苦木等乔木
森林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一氧化碳及可吸入颗粒物等有
毒、有害物质有很强的吸附、净化作
用。
每到暑期，随着景区雨水量增

加，雷雨天气的电离作用又会增加
空气中富氧离子的含量。据监测，
这里的雨后负氧离子含量峰值可达
每立方厘米12000个至19200个，是
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

本报讯（记者 耿堃 通讯员 雪

梅）日前，宁河区举办2024第三届
全国“吃货节”食品文化巡礼（天津
宁河站）系列活动。
本次“吃货节”以“工业文化赋

能‘宁河特色’食品 助力食品工业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通过整合宁河
特色食品产业及优质产品等资源，
搭建交流互动、宣传推介、招商引
资、产销对接平台，助推特色食品产
业链整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品牌
规模和销量效益双增长。
活动中，多位行业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代表，就品牌培育、文化赋
能、如何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
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分享。现
场还同步开展了支付宝新业态产
销对接，以“食品文化巡礼”小程
序为入口，为线上用户提供优质
的宁河地方特色食品，助力产销
对接。

本报讯（记者 王音）日前，位
于北辰区双口镇的吉姆国际冒险
世界启动试营业。该项目是北辰
区通过盘活利用乡村闲置资产，
大力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成功
案例。
该项目占地约450亩，以打造

体育+教育+旅游新业态为总体定
位，主体包括家庭亲子探索育乐、研
学科普探秘文化、时尚户外探险挑
战、户外休闲露营、吉姆冰雪世界等
五大板块9个功能区，各类休闲娱
乐设施能满足不同阶段人群的游玩
需求。其中，吉姆水世界建有9000
平方米的造浪池，勇士冒险港为船
形综合挑战塔特色项目，着力打造
全季、全时、全龄的乡村农文旅示范
项目，进一步激活北辰区旅游产业
发展。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西青区张家窝镇西闫庄村葡萄种
植园里，一串串青翠欲滴、晶莹剔透的葡萄映入眼帘。眼下，
距离葡萄成熟期越来越近，正是管护的关键期，工作人员穿梭
于藤架之间，观察着葡萄结果、病虫害等情况，有条不紊地进
行追肥、修枝、修果。一串串葡萄带来了收获的喜悦，串起了乡
村振兴的致富路。
“现在园里有阳光玫瑰、浪漫红颜、蓝宝石、葡之梦等7个品

种。我们不断对棚膜棚架、通风设施、灌溉系统等进行升级改
造，采用现代化技术进行种植管理，建立了优质、高效、安全的
绿色标准生产体系。8月就要丰收了，预计年产量能达到150
吨，不但增加了合作社集体收入，还解决了部分成员的就业问
题。”西闫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书记、理事长杨长庚说。
盛夏的果实不仅有娇艳欲滴的葡萄，更少不了爽脆多汁的

西瓜。走进绿亨种业科技实验基地大棚，成熟饱满的西瓜掩映
在藤蔓之间，空气里弥漫着香甜的气味。“这是我们自主培育的
新品种，皮薄、个小、汁多，甜度比市场上的普通品种高。”农场主

刘承豹忙着采摘，他告诉记者，今年种植了3.7亩新品种，产量达到
1万公斤，目前都已预订。

在发展西瓜种植基地的同时，刘承豹还带着附近村民一起致
富。“现在有10多户农民加入了西瓜产业中，过些日子其他品种的西
瓜也将陆续采摘。下半年，我们还会种植西红柿等蔬菜，带动更多
人一起增收致富。”刘承豹说。
夏日的张家窝镇，瓜果飘香产业兴旺。有了一个个精品“土特

产”，各村、各合作社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农文旅
项目。西闫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山水兰韵生态庄园为发展基础，
以葡萄种植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为主要特色，发展集观光游览、研
学教育、企业团建、节日庆典、休闲餐饮等为一体的精品农文旅产
业。来到山水兰韵生态庄园，不仅能尝到从田间地头直达餐桌的新
鲜美味，体验地地道道的农耕文化，还能欣赏美丽的葡萄园风光，感
受采摘的乐趣。
近年来，张家窝镇注重农业产业绿色发展，结合农业园区实际

情况，盘活现有闲置资源，在“特”上做文章，在“精”上下功夫，鼓励
支持各村、合作社以发展农业项目为基础，打造具有特色的农文旅
项目，周李庄的“鱼水田”、西闫庄的山水兰韵生态庄园、房庄子的
“稻香渔歌”、宫庄子的“宫庄美谷”等休闲农业项目相继亮相，满足
了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此外，张家窝镇利用好本地农业旅游资源优势，深入挖掘高泰

路湿地、北堤路水稻基地等点位的农业增收渠道和文化内涵，将各
村集体农文旅产业串联起来，推动形成集生态旅游、观光休闲等为
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不断提升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附加值，赋能
乡村全面振兴。

工作人员检测筛选优质西瓜。 摄影 潘立峰

▲“税管家”深入田间地头，精准化宣传、提供涉税服务。

▲《“津”儿个说税》有声栏目，纳税人、
缴费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听览”群书。

▲天津市税收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巧
妙将各类“税元素”融入日常生活场景。

�天津天食牛种业有
限公司税管员为企业提供

及时涉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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