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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国新包装》办刊 35 周年特刊（1981 年至 2016
年）出版。该特刊以文字为主，是以图片为主的专刊的姊妹篇，主要介
绍我国包装现代简史。选入该专刊的作品均为我国精华包装实录，充
分体现了绿色包装、低碳包装等理念。

该特刊共102篇11万字，从35年间的万篇作品中选出，特刊同时配
发了60幅活动彩照。据介绍，目前我国包装工业总产值已从1981年的
72亿元提升至2016年的17908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位。 （白 颖）

近日，记者见到了从苏丹回国参加会议的中
国石油尼罗河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杰。因长期暴
晒，王杰皮肤已变成了小麦色，但文静的气质还
是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位大学教授。

“原以为这辈子就当大学教师了，没想到我
会成为一名海外石油人。”学者梦化作泡影，换
来了亲身参与我国在海外两个千万吨级大油田
的建设运营，王杰用行动践行着对祖国、对中国
石油工业的忠诚和责任。

战火中的坚守

1998年10月份，当时已是西南石油学院副
教授的王杰有这样一个打算：申请参加苏丹油
气合作项目建设，一到两年后再转去英国当访
问学者，最后回到校园继续教书育人。不曾想，
王杰这一去就在非洲工作了18年。

苏丹有丰富的石油，更有无时不在的冲
突。在苏丹和南苏丹，社会安保形势长期处
于高风险级别。18 年来，王杰和他的同事们
经历的当地部落冲突、武装盗抢、破坏油田，
甚至战争等事件难以计数。“现在一听到枪炮
声，就本能地原地卧倒。”对王杰来说，扎根苏
丹项目的日子，应对战乱和局部武装冲突已
成为常态。

最难忘的是2013 年12 月份发生的一次战
乱。当时，南苏丹发生武装冲突，战火向油田蔓
延。在上级部署下，王杰组织773名中方员工和
近2000名当地员工依靠空中通道紧急撤离，确
保了对员工生命的庄严承诺。

面对南苏丹政府保持油田生产的请求，王
杰率领 22 名党员干部留在了油田现场。在密
集的枪炮声中，用坚守维持了主力油田的基本
运营，提升了中国石油公司负责任的形象，为深
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苏丹项目创业 21 年来，累计生产
原油 2.6 亿多吨，获得权益油 1.2 亿多吨，向祖国运回原油 1 亿多吨，成
为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标志性项目。

千方百计保生产

苏丹的气候环境十分恶劣。那里白天气温基本在50摄氏度左右、
地面温度甚至高达 70 摄氏度，人像被放在蒸笼里蒸烤似的；外出野外
作业，随时要提防眼镜蛇、腹蛇、毒蜂、毒蝎的致命攻击。

2009年4月份，王杰的一名同事在返回营地途中遭遇野蜂群袭击，
经紧急抢救仍未能保住生命。然而，王杰最害怕的不是恶劣的自然环
境，也不是时有发生的武装冲突，王杰说，“我最怕油田停产”。每当遇到
油田发生意外，王杰总是冲在第一线，现场指挥抢险。哪里有困难，哪里
就有他的身影；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足迹。

2008 年 9 月 12 日，某区油田联合站供电系统大部分电路模块烧
毁，150 多口油井停产。王杰立即带领油田监督、技术人员赶赴现场。
此时，当地雇员已经乱作一团。王杰一边安抚大家，一边和技术人员诊
断、磋商，最后决定连夜派直升机到 250 公里外的中央处理站取配件。
然而，中央处理站并不具备夜间降落直升机的条件。无奈之下，只好临
时调集几十辆汽车，围成一个圆形，打开车灯，指引直升机降落。

待直升机运回备件已是凌晨 3 时，王杰和同事紧急连夜更换。经
过12个小时的工作，油田联合站成功启动，油井陆续开启，生产恢复正
常，成功避免了可能造成全油田管线凝结的重大事故。

破解开发难题

关键时刻，王杰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日常工作中，他脚踏实地、深
入研究，通过技术创新为油田增产贡献力量。

2006年上任苏丹某区采油厂厂长时，王杰已在海外打拼了8个年
头，参加了多个油田的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任采油厂厂长的几年中，王杰带领中外员工建立了一套适合苏
丹当地特点的国际化油田科学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油田管理
团队，使油田产量达到日产 30 万桶的较高水平。他不断加强技术管
理，针对油田生产工艺，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技术创新方案，解决了很多
油田生产瓶颈和技术难题。

2014 年 10 月底，王杰调往苏丹 6 区担任项目副总经理。当时，苏
丹6区主力油田已进入开发中期，油田采收率下滑。面对难题，王杰深
入基层调研，围绕提高油气产量，加强油藏与生产精细管理，确定了块
状油藏细分层系和水平井挖潜、稠油油藏蒸汽吞吐等一整套稳产、上产
思路和措施，奏响了开源节流、降本增效的序曲。

在他的带领下，油田积极推动稠油热采等新技术，有效破解了油田
稳产难题。2015 年，油田取得了良好的利润指标，为尼罗河公司二次
创业，实现优质高效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和不畏艰苦钻研技术的拼劲，让王杰赢得了
大家的认可，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党员、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及中国
石油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现在，他仍和伙伴们一起奋斗在非洲广袤
的荒漠中，继续书写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传奇。

坚守非洲十八载的石油人

—
—记中石油尼罗河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杰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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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10 月 17 日电 国务
院副总理汪洋 17 日考察第 120 届广
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并在
广州主持召开全国外贸工作座谈会。
他强调，当前世界经济贸易环境更加
严峻复杂，广交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
机遇和挑战，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交会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
总理的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发展新理

念，居安思危、奋发图强，创新体制机
制、商务模式，更好地支持企业开拓市
场、做强品牌，为促进外贸回稳向好和
结构优化升级作出更大贡献。

汪洋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有关
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支持外贸
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积极成效。进出口降幅逐季回
稳，贸易结构持续向好，新旧动能加快

接续转换。当前外贸运行总体符合预
期，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回
稳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下行压力依然
较大，实现全年外贸目标任务艰巨。

汪洋强调，稳增长与调结构是外
贸发展的“两个轮子”、不可偏废。要进
一步加强领导，咬紧目标，把握好四季
度的外贸关键期，巩固进出口回稳向
好势头，努力稳定国际市场份额。要坚

定不移调结构，着力推进外贸领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加工贸易创新
发展和梯度转移，支持企业培育出口
品牌和营销网络，壮大装备制造等高
附加值行业出口，积极发展跨境电子
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为外贸
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毫不松懈
稳增长，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政策落
实，围绕企业关注焦点精准发力，着力
解决融资难、通关不便利、进出口环节
收费多等问题，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
公里”。要强化比学赶超的氛围，善于
发现、总结、推广全国各地的好经验、
好做法。要加强督促检查，完善激励机
制，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在政
策上予以鼓励。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中央
组织部、中央党校、科技部联合举办的
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全国科技创新
大会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专题研讨班17日在京开班。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在开班式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
别是科技创新思想，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各项任务，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培
育创新发展新动能，为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

有贡献。
刘延东指出，经过长期不懈努

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科
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站在
新起点上，要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趋势，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着力原
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深入实施重大项

目和工程，推动基础平台等战略性科
技力量建设，攻克核心关键技术，加
速成果转移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支撑、注入动力。要继续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调动科技人才积极性，构
建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发挥区域创新高地作
用，加强国际合作，构建高效协同包
容的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创业活
力。刘延东要求，各级政府科技管理
部门要推进简政放权，加快实现从研
发管理向创新服务的职能转变，精准
施策，真抓实干，切实把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10月
17 日，中宣部在京召开人权宣传工
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
别是关于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讲话

精神，坚定人权自信，进一步做好
人权宣传工作，展示好中国人权事
业的发展进步。

刘奇葆指出，我国人权实践已进
入新的阶段，人权进步得到国际社会
广泛认可。要大力宣传中国人权理论
和人权发展道路，宣传中国保障人民

生存权、发展权取得的巨大成就，宣
传中国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丰富实
践，宣传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的不懈努力，宣传中国认真履行国际
人权义务、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的巨

大贡献，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发
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

刘奇葆指出，开展人权宣传，
讲好中国故事是关键。要创新宣传
方式方法，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加
强合作传播，把中国的人权故事讲
生动讲精彩。要积极开展中外人权
对话与交流，加强与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及外国政党、政府、议会、非
政府组织、智库和媒体机构的沟通
交流和务实合作，创建多形式多层
次的人权对话与合作平台，不断提
升我国人权进步和人权理念的国际
影响力。

去年10月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深化国税、地税
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涉及税收现代化
建设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为充
分了解这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税收
征管领域最高层次文件实施一年来的
效果和影响，《经济日报》记者近日选取
全国“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5
个试点省份之一的河南开展调研。

“不到 8 分钟，就办完国税、地税
税款缴纳和发票领取工作。‘一窗通
办’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办税加速
度。”南阳旭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袁辉高兴地说，原本南阳国税、地税
办税服务厅相差10多公里，“两头跑”
至少要半天时间才能办完这些业务，
如今真是节省了不少时间。记者在郑

州、洛阳、周口等地国地税联合办税服
务厅，也得到了纳税人这样的反馈。

办税加速度从何而来？
“进一家门、办两家事”，联合办税

是关键。河南省国税局局长孙荣洲告
诉记者，今年以来，河南省国税局推行
一窗全能、双人对桌、互设窗口等合作
模式，实施“前台一家受理、后台分别
处理、限时办结反馈”。

在短短的改革期内，如何使得联
合办税质量更加有保障？

“2015 年 9 月份，南阳市国税局
在全国税务系统率先试水国地税干部
双向任职，目前已有 144 人在对方单
位工作超过一年，征管互助、信息共
享、服务融合作用日益凸显。”南阳市
国税局局长宋彬表示。

此外，削减行政审批这一存量上
的改革，对提升联合办税效率也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据了解，为了将这块
硬骨头“啃”下来，国家税务总局将原
有 87 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了 57 项、

调整23项、保留7项。
近年来，为支持企业发展，促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河南省国税、地税
在创新服务、深度融合方面开展了探
索性尝试，推出了“精准服务，量身定
制”，尤其是为大型工业园区和规模以
上企业开展“私人定制”专项服务。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就是这
一改革的受益者。2016年6月份，该公
司以专利权入股中航锂电（江苏）有限
公司，取得 30％股份。其专利权原值
为703万元，经评估增值、确认非货币
性资产转让所得70497万元，企业当月
新增利润70496.64万元。这也就意味
着，如果不享受税收优惠，需在国税缴
纳 增 值 税 4030 万 元 、企 业 所 得 税
17624万元，并在地税缴纳教育费附加
等地方税 484 万元，以上合计税款
22138万元。“一方面不知能享受哪些
税收优惠，另一方面担忧企业现金流受
到严重影响。”该企业负责人说。

面对企业的担心，洛阳高新区国

地税启动联合机制，通过共同调研和
讨论帮助企业找到了解决方案。“享受
增值税优惠、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等，合
计减免 11564 万元。”该企业负责人
说，为避免企业一次性缴纳税款带来
的压力，税务局还根据有关规定，在

“私人定制”税收服务中，允许企业可
在不超过 5 年期限内，分期缴纳税
款。这也意味着，可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的转让所得为 14099 万元，2016 年
企业仅需缴纳税款2115万元。

像这样的复杂涉税情况，通过“私
人定制”解决问题的大企业，在河南比
比皆是。“河南省国税局、地税局打破
区域限制，整合省、市、县三级税务管
理服务资源，将全省五大国有银行、部
分商业银行、中央保险机构等18个中
央驻豫企业集团的 3509 户成员企业
纳入大企业管理服务范围，有效解决
了大企业集团在涉税方面的复杂诉
求，助推企业更好地转型升级。”河南
省地税局局长智勐说。

让纳税人有更多“获得感”
——《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审议通过一周年调研行

本报记者 崔文苑 夏先清

从六盘山脚下的宁夏固原市向西
80多公里，就来到了将台堡红军会师
纪念馆。会师广场上的纪念碑高大巍
峨、朴实无华，碑顶代表3个方面军的
3位红军战士凝视远方，英姿勃发。

将台堡现属固原市西吉县，这里
因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而名扬天下。如
今，硝烟散尽，这里成为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全乡共有 27011 人，其中贫困
人口 8052 人，占比近 30%，正处于脱
贫攻坚的关键期。”将台乡副乡长马效
武告诉记者，将台乡地处干旱缺水的
黄土高原，分为葫芦河川道区和山区
两大地理板块，“葫芦河川道有水，适
合种植业发展；山区缺水但空间大，适
合于养殖业发展”。为了打赢脱贫攻坚
战，近两年将台乡种植业、养殖业、劳
务产业等三大产业全力提速。

记者在将台乡牟荣永久性蔬菜
基地看到，夹在黄土丘陵间的葫芦河
川道郁郁葱葱。“这几天，西兰花、松

花菜行情很好，松花菜每斤卖到了
2.5 元。”小义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
王亚龙说，合作社种植了冷凉蔬菜
2700亩，采取“公司+农户”订单农业
形式带动农户 130 户，每亩西兰花、
松花菜可为菜农带来3000多元的纯
收入。西吉县是“中国西芹之乡”，以
西芹为主打品种的冷凉蔬菜品质优
良，畅销湖北、湖南等南方省份。行情
好时，每亩西芹可为农民带来 7000
元的纯收入，是川道区农民增收致富
的支柱产业。

看到冷凉蔬菜种植带来的经济
效益，不少农户纷纷跟进，种植规模
从 2011 年的 2000 亩提升到 2016 年
的 1 万亩。“既要扩规模，也要提质
量。下一步，我们要发展蔬菜深加工，
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马效武说。

川道种植忙，山区忙养殖。将台
乡崔中村共有 368 户，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206 户，是典型的贫困村。近
两年，在各级政府和金融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该村全力发展养殖业。

发展养殖业规模效益很重要。今
年，当地政府贴息支持崔中村发展种
养殖业，金融部门给71户贫困户贷款

237万元。“每户最高可以贷款5万元，
比以前翻了一番多。”村民马大爷说，
如果一家养牛达到五六头，年收入就
有 3 万多元，实现脱贫大有希望。目
前，该村贫困户中有156户搞养殖，养
牛5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就有67户。

劳务产业是贫困地区的“铁杆庄
稼”。2015 年，将台乡在外务工人数
为6000多人，务工收入达到9400多
万元。近两年，受经济下行影响，外出
务工人数有所减少。为此，在有关部
门的统一部署下，将台乡开展了农民
技能拿证工程，开展大规模技能培
训，让“小工”变“大工”，为进一步提
高农民务工收入增强了后劲。

“西吉县属于六盘山特困连片地

区，有贫困人口10.59万人，占固原市
贫困人口的 39.7%，集中了宁夏和固
原市最难的扶贫问题和最艰巨的脱
贫任务。”西吉县委书记马志宏说，任
务虽然艰巨，但一定要在 2018 年如
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宁夏西吉：

种养两头忙 有技心不慌
本报记者 拓兆兵

更多报道请关注中国经济网和

经济日报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

1936年，红一方面军东征胜利
回师陕北后，中共中央作出了三大
红军主力会师的战略决策。

5 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挥师西
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7 月初，
红二、四方面军从四川北上，向

甘肃静宁、会宁和宁夏将台堡地
区集结。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
在甘肃会宁城会师。22日，红一、二
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会师人数
11500多人，并在此举行了会师联
欢。 （本报记者 拓兆兵整理）

将 台 堡 会 师

汪洋在全国外贸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全 力 以 赴 争 取 外 贸 回 稳 向 好

刘延东在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

深 入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刘奇葆在人权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充分展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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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工人们在瑞（昌）九（江）铁路施工现场铺设铁轨。当
日，由中铁四局八分公司施工的瑞九铁路正线全线贯通，该铁路全线铺
轨116.2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小时。 郑红梅摄

瑞（昌）九（江）铁路正线全线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