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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4 日 ，经
2016年度邵阳市科技进步奖评
审会 20 多名评委逐一评审，投
票表决，共有 21 个项目获评
2016 年度科技进步奖，其中一
等奖六个，二等奖八个，三等奖
七个。

据悉，评委们由来自我市高
校、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所、医疗
机构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副高
级职称以上专家组成。送评的
项目涉及工业、农业、医药、畜
牧、环保、气象等多个领域。其
中有两个一等奖是发明专利项
目。由湖南新邵印刷机器有限
公司完成的《ZKQL335 书封折
前口三面切书联动线研制》项

目，是在专利基础上成功研制的
一种印刷装订设备，减少了从勒
口机到三面切书机的人工转运
环节，降低了用工成本和工人的
劳 动 强 度 。 项 目 实 施 后 ，至
2015年12月三年累计新增营业
利润 633.58 万元，税收 706.9 万
元。由湖南科瑞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完成的《杜他雄胺及其关键
中间体 M3 酸合成新工艺研究
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2项，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 会 效 益 。 项 目 实 施 后 ，至
2015年12月三年共新增销售收
入 1.0745 亿元，新增利税 3145
万元。

（贺旭艳 彭 毅）

2016年度市科技
进步奖榜单出炉

11 月 24 日，双清区召开深化国地
税合作工作推进会，总结前一阶段合作
经验，部署下一步合作内容。这是双清
国地税以“练好合作‘四字诀’，下活征
管联动棋”为统领，不断推进的国地税
合作的真实写照。

夯实基础，立足一个“合”字

组织领导强力“聚合”。今年以来，
双清国地税共召开联席会议7次，先后
4次联合发文，细化了实施方案。合作
项目全面“整合”。双方共同制定了联
席会议工作机制等7项制度，在税务登
记等方面细化了操作流程，进一步堵塞
了税收漏洞。宣传引导深度“融合”。
双方结合“营改增”等重点工作，共同制
定了宣传方案，今年在省市主流媒体上
联合宣传6次。

持续发力，落实一个“联”字

平台“联”享。双清区国地税于今
年4月28日启动了国地税联合办税，原

来的两家办税服务厅统一为双清国地
税联合办税服务厅。业务“联”培。双
方积极组织窗口人员开展业务培训，使
大厅所有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国地税业
务。同时成立双清纳税人学校，今年以
来，双方共举办纳税人学校 2 期，培训
纳税人156户，为纳税人在线解答问题
1380人次。涉税“联”动。双方联合实
施纳税人权益保护，定期联合走访企
业。今年以来共联合发放调查问卷
1300余份，征求对国地税的意见和建议
17条。

科学创新，突出一个“变”字

变数据单享为信息共享。双方对
辖区内2600户国地共管户信息全部共
享，交换“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纳税人
信息 670 户，交换其他内部涉税信息 7
万多条。今年以来，双方联合采集了16
个部门信息，共采集第三方涉税信息
1233条，发现风险点纳税人29户次，通
过补充申报、评估自查入库税款260万

元。变征管“单打”为联合管理。今年
以来，双方联合对辖区内的东风路、建
材城的 790 户定期定额户开展了核定
税额工作，共计入库个体税收 980 万
元。变发票“单控”为部门联控。通过
深化合作，两家不但抓好了国税窗口代
征地方税费工作，还通过联合办税大厅
的 AB 岗窗口变发票“单控”为部门联
控。截至目前，通过联合控税，共入库
税款3000余万元。

久久为功，追求一个“同”字

文化上提高认同。今年来，双清国
地税的篮球协会等文体组织，经常在一起
开展体育竞技活动，为双方干部职工搭建
起沟通了解的桥梁。实绩上赢得赞同。
两局共设办税服务厅后，以前需要纳税人
来回跑几次才能办好的业务，现在只需进
一个窗口就能办成。在今年的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中，双方联合为纳税人减免各
项税费328万元，让纳税人真正感受到了
国地税合作带来的省心和便利。

练好合作“四字诀” 下活征管联动棋
童中涵

本报讯 从 11 月下旬开始，洞口
县第一职业学校派出多路教师，深入高
沙镇月英、双塘等村，对已接受学校定
向培训的 101 名建卡立档贫困户进行
回访，帮助制定脱贫措施，发展种养经
济。在此之前，该县3所民办职业学校
也根据自身教育特点，分别对山门、江
口等乡镇的 400 多名建卡立档贫困户
进行了脱贫致富实用技术培训。

近年来，洞口县教育部门选择贫困
乡村的薄弱学校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和学龄人口为主攻方向和扶助对象，靶
向定准，聚力发力，先后对全县农村70
多所薄弱学校进行了改造，新建校舍3
万多平方米，扩建校园面积2万多平方

米，总投入 6000 余万元。依托招聘教
师充实到贫困乡村学校，安排 80 多名
新招教师到贫困乡村中小学任教，强化
了贫困乡村学校的师资力量。在对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龄孩子优先享受现
行资助政策的基础上，对学前教育阶段
的贫困家庭幼儿，每年给予 1000 元生
活费补助，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
贫困寄宿生每年给予1000到1250元的
生活费补助，高中和中等职业阶段的贫
困学生每年还可以享受2000元的困难
助学金。由于资助到位，全县学前三年
教育毛入园率、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
教育毛入学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同
时，增强职业教育合作办学能力，将企

业资源和优质教学资源引入职业教育
学校，重点支持职业教育学校开展以提
高贫困家庭成员和贫困家庭学生职业
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为内容的精准培
训，不少受训人员都靠一技之长发展经
济，先后脱贫致富。

今年下半年，该县教育部门组织
机关 82 名干部与黄桥镇 7 个村的 4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结成了帮扶对子，
着力从产业发展、危房改造、医疗救
助、社会保障兜底、教育助学等方面进
行精准帮扶。

（黄亦龙 陈碧娟）

洞口县教育扶贫精准推进

本报讯 11 月 25 日上午，
我市召开治超工作推进会。会
议要求，各部门要加大工作力
度，确保全市站点治超率控制
在 0.3%以下，非法超限超载车
辆查处率和非法改拼装车辆纠
正率达到 100%，治超工作力争
进入全省先进行列。

今年我市治超工作基本形成
了“政府主导，联合执法”的工作
机制，治超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9月份全省开展第一次超限
率调查，对我市治超工作进行了
全面督导，结果表明，我市站点超
限率、源头企业监管、非法改拼装
车纠治等工作居全省前列。12月
中旬，省里将对我市治超工作进
行年终考核。为此，会议要求各
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全市
站点治超率控制在0.3%以下，非
法超限超载车辆查处率达到

100％，非法改拼装车辆纠正率达
到100%。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治
超新规，按照“政府主导，属地
管理，部门负责，联合治理”的
原则开展联合行动。要突出源
头管理，把好车、牌、证、货源源
头和车辆改装关。要强化路面
执法，严格落实路警联动，规范
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同时要
完善设施，加快站点建设和治
超信息平台建设，确保执法安
全。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
按照“谁管辖、谁负责，谁主管、
谁负责，谁许可，谁负责”的原
则进行责任划分与倒查追究，
确保我市治超工作顺利通过省
检，力争进入全省先进行列。

会议还就我市公路体制改
革有关事宜进行了安排。

（朱杰 侯婷）

确保全市站点
治超率控制在0.3%以下

本报讯 11 月 24 日，省传
递爱心物资回收中心实施的工
作人员和义工们，将三台货车满
载的爱心物资送至市内三区和
邵东敬老院。这是省慈善总会

“一张纸，一件衣献爱心”项目为
邵阳老人送上的感恩节礼物。

“一张纸，一件衣献爱心”活
动是通过对废旧衣物、纸张、玩
具等捐赠物资的分类处理、再生
加工、综合利用，来扩大慈善救
助筹集资源。我省2015年10月
在湘潭市率先启动。项目实施
单位省传递爱心物资回收中心
是一家非营利性的民办非企业，
今年7月进驻我市后，在市内三
区和邵东县投放了 200 多个回

收箱。此次来邵捐赠，他们共为
四地的公办敬老院提供了大米、
饼干、食用油、衣物等爱心物资
共计 11 万多元，并捐赠现金共
1.2万元。捐赠仪式在双清区敬
老院举行，住在这里的 18 位老
人见证了温暖一刻。

该机构的理事长罗烨称，他
们开展这一活动，既是履行社会
责任，同时也希望带动更多人投
身社会公益事业。罗烨希望邵
阳民众支持废旧衣物纸张的捐
赠，保护好捐赠箱。“需要得到捐
赠衣物的群众，可以直接拨打捐
赠箱上的志愿者电话。今后我
们还将在邵阳开展更多的公益
捐赠活动。”（贺旭艳 陈王子）

“一张纸，一件衣，献爱心”
11月19日，新宁县紫云国有林场林区内一株高约30多米、树龄达1200年的古银杏树伸展着枝叶，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明亮惹人，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该林场处在一条长约10公里的五彩山谷间，两岸奇色异景，水流潺潺。每年
秋末冬初，满地金黄，画面绝美，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风游玩。 杨岸晖 摄

11月16日，隆回县大水田乡凤翔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刘
丽群正在鸡舍捡鸡蛋。该社今年饲养了3万多只蛋鸡，每天
出产鸡蛋3万多枚。该社以公司+养殖基地+农户形式，带动
当地70多名精准扶贫帮扶对象入社，通过务工和产业技术帮
扶脱贫。 杨敏华 贺上升 摄影报道

（上接一版）
龙燕怡是全国著名的侗族歌曲词

作家，退休前系怀化市艺术馆副研究
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擅长音乐文
学、民间歌谣、古典文学和民俗，其作词
歌曲获全国和省级奖项共百多次，有4
首唱进中南海，1首唱上北京亚运会，并
有多首入选大、中、小学音乐教材和出
国节目，还有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

用。《侗歌向着北京唱》《最美丽》《侗锦
芦笙和兰花》曾在全国广泛流传。李谷
一、宋祖英、蒋大为、何纪光等著名歌唱
家演唱过他作词的歌。

11月5日，龙双愚开始清理龙燕怡
生前遗留下来的资料，有侗族文学作品

《五溪民俗揽胜》《梅山渔猎奇俗》等，有
在各级报刊书籍上发表的侗族歌曲等
资料。整理好后，他再邮寄或当面送给

王馨。
“你虽然没有与我爸爸见上面，但

这跨越时空的馈赠与传承很有机缘！”
11 月 17 日，龙双愚把满满一袋的歌本
资料和书籍交到王馨手中，郑重地说：

“加油！你是侗族文化的梦！”研读着龙
燕怡馈赠的歌本资料，王馨更加坚定了
传承侗族文化、传唱侗族歌曲的信心和
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