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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赛瑾 通讯员 应武

本报讯“我们的发展离不开税
务部门的支持。研发费用始终占据
着公司总成本的很大一部分，税务
部门积极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政策，仅去年就帮助我们节约税
金2300多万元，为企业加强技术研
发提供了资金支持。”21日，浙江哈
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
员陈芳介绍，降税措施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资金的占用，为公司扩大规
模、提升产品技术含量提供了支持。

为积极响应民营企业座谈会

中提出的“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号
召，市税务局以此为契机，做好税
收加减法，不折不扣落实各项税收
优惠政策，不断提升办税质量，全
力助力民营企业新腾飞。

在纳税人服务上，市税务局以
业务融合和办税效率提升为抓手，
多举措并行，提升服务水平。一方
面组织业务培训，以学习税收基础
知识和业务流程操作为主要内容，
确保过渡期内平稳有序地开展税
收工作。另一方面，以“最多跑一
次”为着力点，持续推进业务整合
和“免填单”服务、“容缺办理”服务

等各项优化服务举措，简化办税流
程，为纳税人办税按下快进键，纳
税人办税时间得到进一步缩短。

做优质服务“加法”的同时，做
好税收负担“减法”，切实落实各项
简政减税降负政策，市税务局对前
期的各项优惠政策进行了全面梳
理，编印了《“降税减负”政策指
引》，内容包括创业创新、惠普金
融、“走出去”、改善民生等四个方
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帮助纳税人用
足用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营
商环境，推动民营企业释放活力，
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税收加减法助力民企新腾飞

□记者 何悦

本报讯 19日，芝英镇前山杨上村的党
群服务中心里，村民来来往往，有序地在行
政村规模调整签名书上写上了名字。

现场，除了相关镇村干部负责人，还有
两个挂着红色牌子的“特殊人员”—— 市人
大代表杨亨丰和应天行，在这次行政村规模
调整工作中，从一开始的摸底调研，到方案设
计和召开推进会，再到入村进行宣传引导工
作，他们都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每
个调整的区域都有‘两代表一委员’在现场，
他们都是这个选区选出来的，不仅与村民熟
悉，在区域内也更有威信，能够利用自己的资
源、人脉帮助镇里共同推进这项工作。”芝英
镇党委委员应明介绍。

“这里是自己的选区，推动这项工作本
来就是义务。”杨亨丰是前山杨上村的党支
部书记，因为人大代表的身份，与此次规模
调整的几个村都比较熟悉。“前期大大小小
开了好几次会，先去说服村里有能力的、威
望高的人，在深入普通村民间宣传，把思想
宣传到位，签字同意就顺利了。”杨亨丰说，
前山杨上村将和前山杨下村、继绪塘村和郭
段村合并抱团发展，在四个村都已经是美丽
乡村秀美村的基础上再提升，打造芝英“后
花园”。

在隔壁的前山杨下村，党代表应鹏伟
和应德杰也在现场“坐镇”。应鹏伟前一日
便在隔塘村协助签名工作，有个别村民在现
场大喊大叫，为了不让他们影响整体秩序，
应鹏伟立即上前引开他们。“我就跟他们说，
并村的本质就是让先进村带落后村，帮助落
后村发展，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应鹏伟说，
在他推心置腹地剖析下，不理解的村民转变
了思路，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们的作用就是做好宣传引导，并村
就是并力量，范围大、资源多、人才多，大家
都是受益的。”应德杰说，在这次工作中，他
们会发挥党委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纽带作用，
做好宣传员，同时，也会听取村民意见，在未
来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督促作用，真正行政村
规模调整这项工作发挥实效。

芝英“两代表一委员”
上阵协调并村工作

20 日，总部中心几名工人

正在对绿化树木进行整枝，以

维持树木营养供应，确保其顺

利过冬。

整枝过冬

记者 林群心 摄

13日，古山镇世雅上街村南风路

浙江启维家居用品科技有限公司、永

康市吉威日用品有限公司未按时报

送 4 名流动人口信息被警方各处以

40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局温馨提示：根

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

用人单位在录用或解聘流动人口员

工时，应该在三天之内报送流动人口

录用或离职的信息。

14日，芝英镇胡堰街村胡堰西路

永康市芝英铠鑫金属机械厂流动人

口刘某华、石柱镇妙端新村流动人口

曹某凤未按规定办理居住登记被警

方各处以5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局温馨提示：根

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

新到我市居住三天以上的流动人口

应该在三天之内主动申报居住登记。

□记者 徐赛瑾 通讯员 陈旭红

本报讯 近日，市建设局组织
召集我市发改、建设、规划、环保、水
务、农林、经信、国土等投资项目审
批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工作人员，以
及“三镇三区”审批负责人，召开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应用工作
培训会。据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由建设部牵头，是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和
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也是

“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深化，其
涵盖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
包括从项目立项到竣工验收和公
共设施接入服务。

11月份，金华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研究开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系统》。以房屋建筑和城市基
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为主要对

象，该系统将行政许可事项、中介
服务、市政公用服务和备案等全部
审批事项清单内容纳入，从项目开
工前延伸至竣工验收，精简审批环
节，推动流程优化和标准化，目标
达到一般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
压减至78个工作日以内。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的改
革路径是：“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
施、“一个系统”实施统一管理、“一
个窗口”提供综合服务、“一张表
单”整合申报材料、“一套机制”规
范审批运行，流程划分为4个阶段：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
可、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

会议对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作了部署和要
求，下放权力的“三镇三区”要加强
人员力量配备，工程建设项目的审
批时间能够压缩下来，最终通过系

统的运作来检验，要充分利用新系
统，保障审批运行，改革落地见效。

浙江作为试点地区，试点即先
行一步。会议提出,要认识到改革
的推进是必须的，早日进入角色、
早日掌握技能，干在前、跑在前。
同时，改革推进过程中会不断出现
各类难题，要主动切换思维，坚定
落实实施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此
外，在实际工作开展中，或出现制
度没有覆盖的问题，要积极主动动
脑筋，不断磨合完善，并将问题及
时反馈领导小组和专班，促进改革
成效。

整个培训由市建设局、发改
局、规划局和行政服务中心 4 个牵
头单位负责，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现
场演示说明，分别对系统运用、操
作流程以及电子证照、数据库收集
等作了详细介绍。

精简审批环节 推动流程优化
一般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不超过78个工作日

■■实施行政村规模调整实施行政村规模调整 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记者 吕高攀 李梦楚 陈慧

本报讯 我市各镇行政村规模

调整工作稳步推进。截至 21 日，

花街、前仓、古山三镇通过了调整

方案。

花街镇各涉及规模调整的行

政村均已召开规模调整户代表会

议和社员代表会议，并高票通过了

行政村调整方案和“三资”融合方

案。据悉，该镇此次共有55个村涉

及规模调整，最终撤并了 36 个，成

立新村19个。调整后，该镇行政村

数量将从 62 个减少到 26 个，撤并

率达58.06%。

前仓镇行政村规模调整涉及

30 个村，村民到位率 99.8%，同意

率 99.8% ，三 资 融 合 方 案 同 意 率

100%。其中 28 个村实现户代表

参会 100%、同意调整 100%、“三

资”融合方案同意100%。

大陈村、历山村组建新村。大

陈村将直接融合的 60 万元补助款

一并给历山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改

善区间环境，共同面对未来做出了

积极行动。

古山镇原有55个行政村，本次

行政村规模调整涉及31个村，成立

新村13个。日前，该镇顺利完成行

政村规模调整相关户代表会议和

社员代表会议，通过了行政村调整

方案和“三资”融合方案，调整后行

政村数量减少到37个。

下一步，花街、前仓、古山等镇

将围绕现有资源探索发展模式，为各

村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夯实基础。

三镇通过行政村规模调整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