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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日前，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粮食主产区
各市达成共识，共同搭建地市级交流协作机
制，探索生态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径，合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并发布
了《黄河流域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生态保护和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交流协作机制巴彦淖尔
共识》。

特色农业强市

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粮食主产区涉及河
南、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5省区22
市（区）和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晋中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2个
国家级农业高新区。

“无论从地理位置来讲，还是从生态资
源来看，三门峡市都是落实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区域。”河南三门峡市人大副
主任张朝红认为，三门峡市从特色农业大
市迈向特色农业强市，要充分利用山地
多、丘陵多、温差大的特点，发展高山农
业。目前，三门峡市已形成高山苹果、食
用菌、中药材等八大特色产业。2019年，
全市特色农业产值达208亿元，占农业总
产值的85%。

山西临汾市推进四大特色农业板块建
设，大力实施“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特
色产业。全市17个县（市、区）全部确定
了“1+N”个优质特色产品，发展“一村一
品”专业村近1200个。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确定了建设河套全域
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服务输出基
地的重大战略，以“天赋河套”区域公用品
牌为引领，编制了粮油、果蔬、肉乳绒、蒙
中药材、饲草、生物质能等六大优势特色产
业发展规划。为解决近一半耕地的盐碱化问
题，巴彦淖尔市与清华大学、南京土壤研究
所等17家科研院所合作，引进73家企业21
项改盐新技术。目前，建成中外合作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5个，建成国家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200万亩、农牧业示范园区
130个、田园综合体29个，农产品出口93

个国家和地区。
“河套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一年多

来，我们全面打响‘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倒逼生产经营主体生产高品质产
品。”巴彦淖尔市委书记常志刚说，“如今，

‘天赋河套’品牌已成为带动优质农产品进
入高端市场，实现企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
重要引擎。”

共推沿黄流域高质量发展

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宁夏5省
区共22市（区）和2个国家级农业高新区
携手助推河套灌区、汾渭平原实现跨越发
展，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共同开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保护黄河、治理黄河、推动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流域各地市责无旁贷。
巴彦淖尔境内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要素

齐全，生态地位极其重要。多年来，由于农
田退水和部分城市生活污水、工业废水进入
乌梁素海，加之生态补水不足，乌梁素海水
质曾一度恶化为劣Ⅴ类，湖区面积大幅缩
减。为此，巴彦淖尔市实施总投资56.78亿
元的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
修复国家试点工程，在上游乌兰布和沙漠，
建设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和中国—以色
列（巴彦淖尔）防沙治沙生态园，积极探索
沙漠治理与光伏发电、沙草产业等绿色产业
相结合的可持续治理模式，阻止泥沙流入黄
河、侵蚀河套平原。在城镇和工业园区，实
施点源污水“零入海”行动，实现城镇污水
和工业园区废水全部收集、处理、回用，不
再排入乌梁素海。在河套灌区，通过政策引

导、资金补贴，推广使用有机肥、生物农药
和可回收地膜，引导农民和企业绿色生产，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在乌梁素海湖区及周
边，实施入海前湿地净化、网格水道、清
淤、生态补水等工程，进行内源治理。采取
草畜平衡、休牧轮牧等措施，修复乌拉特草
原生态。通过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市生
态环境不断改善。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需要上下游、左
右岸、干支流统筹谋划”。陕西省渭南市副
市长杨武民说，一年来，渭南市细致开展耕
地重点监测采样工作，制定耕地土壤污染修
复治理试点方案，全市受污染耕地土壤安全
利用率达92%。全市持续推进实施化肥减
量项目和农药零增长行动，2019年测土配
方施肥面积897万亩，推广应用生物农药
383万亩。

河套灌区、汾渭平原探索生态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黄河流域城市共建“农艺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日前，武汉博达鸿盛塑料
有限公司凭借多年来保持的良
好纳税信用，顺利获得500万
元纳税信用贷融资。“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生产线一
直未能满负荷运转，资金周转
遇到困难，幸亏有这笔及时到
账的纳税信用贷款。”公司财
务总监徐友梅说。

纳税信用是衡量企业信用
的重要指标。近日，国家税务
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发布的湖北
省2020年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显示，本次参评的94.49万户
企业纳税信用状况持续向好，
其中 A 级企业数量大幅增
长，B级和M级企业数量稳
中有升，C级和D级企业数量
持续减少。

去年，国家税务总局印发
《关于纳税信用修复有关事项
的公告》，明确自2020年1月1
日起，纳税人发生未按法定期
限办理纳税申报、税款缴纳、资
料备案等19种情节轻微且已
补办相关事项，可在规定期限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纳税信
用修复。湖北省税务局纳税服
务处处长宋长军介绍，从2020
年开始，湖北省全面实行纳税
信用修复制度，纳税人发生了
19种办税时容易“踩线”的轻
微情节，或未造成严重社会影
响的纳税信用失信行为，在主
动纠正、消除不良影响后，可
在规定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纳税信用修复。

得益于信用修复机制，湖北省参加纳税信用评价的
94.49万户企业中，19项信用修复指标覆盖73.53万户，
覆盖率达77.82%，其中有31.46万户企业通过信用修复获
得加分，修复面达42.79%，最终有4.95万户企业通过信
用修复提升了纳税信用等级。

修复的不仅仅是信用，还有企业复工复产复销的信
心。“关键时期，信用修复机制拉了我们一把。”湖北文兴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闵辉泳说，“纳税信用等级
修复为A级后，我们通过建设银行的‘银税贷’获得了
80万元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优质纳税信用除了是企业解决融资难题的“金钥
匙”，还是享受税费优惠政策的“敲门砖”。近日，湖北星
晖新能源智能汽车有限公司收到1.08亿元增值税增量留
抵退税款。“没想到政策含金量这么高，兑现红利速度这
么快。”企业负责人沈晖告诉记者。

湖北省税务局副局长杨绪春表示，全省税务部门将继
续完善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持续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税收
服务管理机制，为湖北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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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巴彦淖尔段三盛公水利枢纽。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