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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位于双清区铁
砂岭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大
门 口 西 北 侧 的 福 彩 投 注 站
43099169 传来喜讯，一位老彩
民 喜 中 3D 游 戏 玩 法 第
2017331期一等奖60注单选和
50注组选，独揽中奖金额共计
71050元。

据了解，这位彩民是一个

3D牛人，经常在该投注站购买
3D 游戏玩法彩票，他对 3D 游
戏的研究颇深，是位资深的老
彩民了，对自己看好的数字每
次都是多倍投注。这次又对

“7，8，2”三个数字十分看好，用
不同的投注方式对其进行投
注 ，也 毫 不 意 外 地 独 揽 大
奖。 （蒲俊百）

3D牛人喜中一等奖60注

杨 波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
绔少伟男”，这句话放到邓清林
身上再合适不过了。16岁开始
做批发生意。当过包工头、开过
饭店、贩运过水果蔬菜，用他自
己的话说，百行百业都干过。最
后在香蕉行业沉淀，一干就是三
十年。现在，不管是大型超市还
是街边小贩，各县区、周边市州
都有邓清林的客户。邓清林香
蕉年销量突破了1100吨，销售
额达1000万元以上。这让邓清
林成为了湘西南水果批发市场
的“香蕉王”。

邓清林白手起家的创业经
历告诉人们：没有本钱不要紧，
只要专注肯干，一样可以成功。

借1万元当年赔了2.8万

1984年，16岁的小伙子开
始出道做生意。“我不能一辈子
就套在打工过日子这条道上”，
邓清林回忆说：“要想摆脱贫困，
就必须出去闯一闯。”

想创业先要有本钱。邓清
林虽然热情高涨，却两手空空。
他向父母和亲戚借了10000元
钱，加上自己打工的积蓄开始了
创业之路。当时的反季节蔬菜
销售生意好做，尤其是冬天鲜辣
椒的行情很好，最高可以卖到每
公斤3元，于是，他决定做辣椒
批发。

跟着别人跑到了广东湛
江。由于没有经商经验，收购来
的辣椒从湛江运回到邵阳就烂
了一大半。再加之没有打开销
路，只能赔本卖。首战失利，邓
清林不但没有赚到钱，扣除运
输、人工，还赔了28000元。

这段经历太刻骨铭心，邓

清林这辈子都记得。第一次生
意以失败而告终，差点也让邓清
林一蹶不振。

白手起家进军香蕉行业

“我就是心比别人大一点，
认准的事，就大胆去干。”邓清林
说自己性格有点“倔”，只要心中
明确了方向，决不轻易改变。
1986年，沉寂了两年的邓清林
决定还是做生意。

第一次尝试虽然没有成
功，他并未气馁。邓清林说，要
想成功，必须对自己有信心，要
能够承担一定的风险，给自己增
加压力和动力。

没有本钱，脑子活泛的邓
清林发现，县级水果批发市场没
有代理商。于是邓清林开始做
县级香蕉批发市场代理商。从
上级批发商拿货，下游批发，赚
取中间差价。至1989年，短短
三年时间，他就发展成为了洞
口、邵东、绥宁、隆回四个县的香
蕉批发总代理。1992年，有了
原始积累的邓清林来到邵阳市
区专门从事香蕉批发。没有多
少文化，邓清林就认一个死理，
让利于客户、让利于消费者。
2005年，邓清林开始不断扩大
规模，建立了自己的冷链仓库，
做到了邵阳香蕉行业的第一家，
成为了市场公认的“香蕉王”。

现在香蕉批发行业，提起
邓清林，他们中的很多人会竖起
大拇指。一位永州过来的批发
商说：“邓总平均一天有几万斤
的销量，在整个湘中地区不得不
让人佩服。”

邓清林对未来充满信心，
“下一步，准备进一步扩大规模，
致力于创名牌，以精品创一流效
益。”

白手起家的“香蕉王”

江 志

12月5日，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我市
财税体制改革亮点纷呈，特色鲜明，多项财
税改革工作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我市成为全国首个通过电子凭证库
实现非税收入缴库的城市

11 月 23 日，我市非税收入电子缴库
系统正式启动并成功运行，成为全国首个
通过电子凭证库实现非税收入缴库城
市。这标志着我市非税收入缴库从此告
别手工方式，正式迈入电子化缴库时代。
非税收入电子缴库模式规避了人为因素
压库、不及时入库等现象，大幅提高了管
理效能。以前需要数天的流程，现在仅需
半个小时就可完成。

我市率先全省开通首个非税移动缴
费平台

2 月 8 日，我市在全省率先开通非税
移动缴费平台，在市区学校试点运行。学
生通过“邵阳非税”微信公众号进入平台，
即可自主选择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多
种方式进行缴费。学校通过“学生收费管
理平台”可以即时查询到每个班级、每个
学生的学费缴纳情况。

9月8日，向交通执法部门成功推进，
开通首个非学校单位移动缴费。市财政局
局长谢景峰表示，“下一步，移动缴费范围
还将向人社、工商、质检、交警等单位拓展，
争取在年内实现对符合移动缴费平台收缴

条件的单位全覆盖，并将移动缴费平台推
广到所辖各县市区，真正做到便民利民，全
面提高我市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水平。”

我市PPP工作创立了“邵阳经验”
财政部 PPP 和省财政厅充分肯定了

我市财政局创建的“五项规范”、“六项机
制”的 PPP 工作经验，并在财政部 PPP 中
心网站和全省金融会议上推广。

2017 年，市财政局通过加强制度建
设、开展项目示范、紧抓项目推介、加强项
目督查、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参与、支持
社会资本提前介入与谈判等六项机制，严
把项目入口关、财承论证关、信息公开关、
政府采购关、配套服务关等 5 大关口，使
我市PPP项目落地速度明显加快、实施更
加规范。截至11月底，全市已落地PPP项
目14个，总投资额约108亿元，引进社会
资本60余亿元。

我市在全省首创“政府主导、国地财
主责”的一体化办税模式

在市政府主导下，市财政局充分发挥
协调和支持作用，指派副处级领导干部担
任“市城区办税服务厅管理办公室”主任，
拨付 500 万元用于一体化办税服务厅建
设，统筹协调大厅选址、工作人员招聘、建
章立制等工作。5月9日，市一体化办税服
务厅正式揭牌运行，实现了国地税融合办
税，真正做到办税资源融合、服务事项融
合、运行机制融合、日常管理融合，使征管
效率提高52%，办税效率提速50%、纳税人

办税成本降低41%。
2017年10月至11月，省财政厅、省国

税局和省地税局先后来我市实地调研国
地税联合办税服务工作，充分肯定了我市
高规格、高素质、高水平的联合办税工
作。一是高规格的一体化办税服务厅。
严格按照《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
及有关要求，重点打造办税服务区、咨询
辅导区、自助办税区、等候休息区等核心
区域，统一设置业务支持办公室、舒缓室、
资料室、更衣室、发票、票证库房、音视频
监控区等区域，把一体化办税服务厅打造
成纳税人的“全程服务平台、税务公开平
台、网络互动平台、权益维护平台”。二是
高素质的一体化办税服务厅工作队伍。
聘用的66名工作人员，平均年龄27岁，本
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达49%，大专以上学历
100%。三是高标准的一体化办税服务。
由市财政局副处级领导干部担任“市城区
办税服务厅管理办公室”主任，具体发挥
指导、统筹作用。制定《邵阳市办税服务
厅工作制度》、《邵阳市办税服务厅工作人
员管理办法》、《办税服务厅岗位职责及绩
效考核办法》等制度，严格工作人员管
理。对工作人员定期开展岗位培训，并建
立“一月一小考、每季一大考”的长效考评
机制。优化办税流程，将税款的开票征
收、发票供售及验旧等权限下放到“一体
化办税服务厅”，真正实现所有窗口可一
窗通办国、地税业务。

我市财税体制改革创立“邵阳经验”

我是农民的孩子，有幸在新邵建行工
作。如今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决定重返
农村，去打赢一场不曾在部队里演习过的脱
贫攻坚战。

这几年，我克服重重困难走进了新邵
县潭府乡文江村，担任第一书记开展扶贫工
作。虽然出身在农村，也在农村里生活了二
十多年，但时隔三十多年后再回农村扶贫，
个中滋味难以诉说，真真切切体会到了精准
扶贫中的“四味人生”——酸、甜、苦、辣。

酸味：穷困生活令人心酸
新邵县潭府乡文江村是个美丽的地

方，山清、水秀、人善，不足之处就是空巢老
人多因年老体弱多病而生活困难。

贫困户朱某，已83岁，他老伴因为危房
倒塌不幸死亡。自家房子不可住，家里一贫
如洗，只有借住在堂侄家，无奈也是危房。唯
一的一个儿子已近40岁，未婚、无技术、无稳
定收入，唯有在外打临工糊口，一年下来所剩
无几，也从未拿钱回来支撑这个家，老人家只
能自力更生因为年纪大了，挣不到什么钱，就
把种出来的土产品拿到镇上去卖，出门从来
不坐大巴车，都是肩挑菜篮、拄着拐杖、迈着
双腿一步一步“挪”到镇上。

老人家一年中有近半年是靠五谷杂粮

填饱肚子。有一次我走进老人家里，他正在
煮着一锅茄子，准备吃饭。我问道，“老人家
您的饭在哪？”“吃了这碗茄子，就可以了。”
老人家如此回答。

文江村诸如此类的贫困户还有很
多……

看到这些贫困户的生活，我的心好酸
好酸……作为第一书记，为确保精准扶贫，
首先就是精准识别。我一户一户走访，一家
一家查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精准识别确定
贫困户，建档立卡，并报上级党委政府审批
张榜公布，到目前为止，文江村现有贫困户
54户、214人。

甜味：精准扶贫让文江村焕然一新
党和政府为扶贫脱贫给予了大量的财政

补贴和优惠政策，文江村在坚决落实上级政
策之上，制定脱贫方案，一户一策，开展易地
搬迁、危房改造、种植和养殖扶贫等精准扶贫
工作，文江村贫困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目前，文江村已有10户易地搬迁，15
户危房改造，还有近 10 户正在建房。有
10户种植猕猴桃，44户按400元一户的标
准补贴了牛、羊、猪、鸡、鸭等养殖费用，让
贫困户真正的感觉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从
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文江村还安装了光纤，配套了远程教
育，岔道口装上了摄像头，硬化了村到组的
道路。建设了村办公楼和村文化广场，建立
了光伏发电，从山上引来山泉水，让村民户
户喝上了清泉水。特困户给予了低保兜底，
学生给予教育助学，人人都入农保，人人都
买了人寿保险。按规定和要求，建立了贫困
户档案资料，明确了帮扶责任人，从而确保
贫困户，家家户户不愁吃、不愁穿、上得起
学、看得起病，住得起安全房。实实在在的

帮扶，真真切切的改变，文江村已焕然一新！
苦味：爱心、责任、使命让人苦中作乐
虽然我是农民的孩子，但30年后再次回

到农村，吃住在村里，条件艰苦，生活枯燥。
我一个人被安排住在文江村一所废弃的

学校二楼，这里没有电视、电脑，更没有冰箱
和空调，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一张简单
的折叠床，一根凳子和一个桌子，简简单单。

在走家串户、翻山越岭的过程中，由于
我本人太胖，天气炎热时经常性中暑。而且
文江村属丘陵地带，前后是山，蚊虫成群，导
致我全身因为蚊虫吸血，遗留了累累伤痕。

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枯燥，但与村民吃
住在一起，一起为脱贫攻坚奔小康忙里忙
外，我不惧苦中作乐，竟然乐不思“家”。

辣味：苦口婆心应对辣“怼”
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的同时，可能有

想得不周全的地方，也有不实际的事情，也
有辣妹子“怼”。

在养殖扶贫中，买回了牛、羊、猪、鸡、鸭，
发放时，有一位老人要求给她两头猪喂养。
但这位老人家里有三层楼房，一个儿子是政
府官员，一个儿媳是村干部，家里条件优越。
我坚决拒绝了她的“贪心”，“这些物资是发给
贫困户的，您按文件规定，暂时没有扶贫补
助。”但她听不进去，强词夺理。扶贫不是普
惠，而是精准帮扶，帮助那些真正的贫困户，
让他们早日自力更生，也和我们一样早日在
党和政府的沐浴下走上小康大道。最后我苦
口婆心地做通了老人家的思想工作。

回想起扶贫工作的点点滴滴，路还长，任务
还很艰难。脱贫攻坚，永远在路上。我将一如
继往，不忘初心，以一名退伍军人、一个老党员、
一位金融工作者的姿态，全力以赴，砥砺奋进。

扶贫路上的酸甜苦辣
李国强 （建行邵阳分行新邵支行）

袁光宇 王伟琪 龙壬俊

本报讯 12月3日，由绥宁
县国税局、地税局和教科局联合
举办的中小学“税收与我”演讲比
赛在该县实验学校精彩上演，来
自全县各中小学的42名优秀选
手参与角逐。这是该县近年来常
态化开展青少年税法宣传教育的
一个缩影。

青少年学生税法宣传教育
是公民素质教育的任务之一。
绥宁县税务机关和教育部门把
青少年税法宣传作为常态化、
长效化的工作常抓不懈，积极
推进青少年税法宣传教育，为
青少年播撒税收意识的“种
子”。该县成立了开展青少年
学生税法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制订了《开展青少年学生税

法宣传教育实施方案》，经常利
用节假日邀请学生代表到税务
机关和办税服务厅参观访问，
增强办税体验，切实提高税法
宣传质效；每年寒暑假，该县税
务机关还邀请学生开展“我当
一天税收员”活动，组织学生深
入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参与税
款征收活动，引导学生养成“积
少成多”、“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等税收理念。

该县还针对中小学生的年
龄特点，积极探索开展新媒体
税收宣传工作，制作了首部以
依法诚信纳税为主题的微电影

《传承》并组织学生观看，以新
颖、互动、贴近民生的方式，宣
传税收工作，推介绥宁税收文
化，为全县青少年打开了一扇
认识国家税收工作的窗口。

绥宁县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税法宣传教育

11月30日下午，邵东县野鸡坪
镇黄泥塘村的邵东三才电器厂组装
车间内，数十名妇女正在有条不紊
地组装花篮系列取暖器。

2005 年，在广州打工的刘柱才
返乡创业，开办了这家电器厂，生产
花篮、火盆、鸟笼、五面等多个系列
取暖器、电风扇等产品，产品销往湖
南、湖北、江西等地。目前，他已在
简家陇镇、佘田桥镇、野鸡坪镇、仙
槎桥镇、邵东县城发展生产基地10
个，吸纳 200 多名留守妇女在家门
口就业。

记者 杨敏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