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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宁煜 通讯员 陈柯利

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
戏”之一。过去一年，我市财税体制改革围绕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减税降费、规范预算管理、
完善投融资体系和资金管理等方面大刀阔斧
地推进，确保积极的财政政策掷地有声、落实到
位，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减税降费实实在在

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全面推开， 为
了做好税制平稳转换，实现税收工作的惠民、便
民、利民目标，国税、地税、财政三部门通力合
作，国地税机关联合共建办税服务场所，解决

“纳税人两头跑、来回跑”的办税难题，同时健全
综合治税体系，保障税收征管水平。一年来，税
收征管运转顺畅，企业税费总体下降。据统计，

“营改增”为全市企业减税10亿元以上。
我市还积极落实普遍性降费举措，加大收

费基金清理和改革力度，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进一步取消、停征和整合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等7项政府性基金，停止向水泥生产企业征收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将免征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的范围，由现行月销售
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扩大到10万元。将
原只对小微企业免征的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同时，针对收费名目
较多、乱收费等问题，财政部门还公开了涉企收
费清单，开展了清理涉企收费情况专项检查，确
保降费举措落到实处。

预算管理凸显规范

财政部门加大全口径预算统筹力度。《邵
阳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办法》出台，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全面实行，加大了对国有资本
经营的预算监督力度。政府购买服务也纳入
了2017年度预算，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落
实，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全市非税收入全部
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彻底取消过去按比例
返回的方式，大幅降低了单位的拨付金额，非税
收入形成的可用财力进一步凸显。

市民感受最明显的是预决算公开更加“阳
光”，可以通过网络看到预算单位的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我市在实现政府公共预决算、政府性
基金预决算、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社会保险基
金预决算“四本预算”全公开的基础上，各预算
单位都公开了2015年部门决算和2016年部门
预算，部门预决算全面实现了透明、公开。

去年预算执行的约束力进一步加强。财政
部门对存量资金进行严格审查和积极盘活，统
筹用于保障重点支出或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一年来，全市盘活财政存量资金7.3亿元。

投融资体系不断健全

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我市启动
投融资体系改革，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和
引导作用，畅通投融资渠道，充分激发社会投资
的活动和动力。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得到大
力推广，我市完善了PPP模式的相应制度，制
定了《邵阳市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实施方案（试行）》，出台了全省第
一部PPP咨询机构管理办法，上线了全省第
一个PPP专栏网站，构建了全省第一个PPP
评审专家库。目前，全市56个项目纳入PPP
平台数据库，2个项目纳入财政部示范项目，
12个项目纳入省级示范项目。截至2016年
底，我市落地 PPP 项目 5 个，总投资 50.3 亿
元，实现社会融资近30亿元。

健全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对我
市中小企业而言，是最切实的普惠措施。市财
政局向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再次注入资
本金1亿元，使得其注册资本增加到3亿元，可
为中小企业担保30个亿贷款，有效缓解中小企
业融资难题。涉农贷款方面，全市发放贷款
142.97亿元，财政部门对贷款增量8.58亿元给
予利息补贴1717万元，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
村贷款的倾斜力度。支持大众创业方面，加大
对创业贷款的发放力度，全市新增发放创业贷
款1.96亿元，激发民间创业热情。

资金管理更加严格

去年我市财政部门大力清理整合专项资
金，出台了13个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现了“一
个专项，一个办法”，规范专项资金申报程序，明
确资金管理权责，切实规范资金分配和使用管
理，确保资金申报环节更透明、运转更高效、监
管更严格。

向资金要绩效，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和财政
支出绩效评价覆盖了市本级所有财政性资金
和全部预算单位。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
安排有机结合机制， 2016年，根据绩效评价
结果对5个单位的部门整体支出、3个项目支出
进行了预算调整。同时，加强财政投资评审，市
本级去年完成评审项目92个，审减金额13059
万元，审减率为19.21%，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
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

我市国库管理改革去年更加深入，全面推
进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构建覆盖全市
的财政动态监控体系。2016年纳入国库集中
的220家单位直接支付比例达92%。继续推进
公务卡结算制度，市本级公务卡消费金额为
7369.75 万元，刷卡消费金额比 2015 年多
540.31万元，有效规范了公务支出。

财税改革立潮头
阳光财政更亲民

——我市2016年财税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综述

本报讯 2月10日交行邵阳分行开展了“吃
汤圆、猜灯谜”活动，倍受市民好评。

活动前期，该行营业部精心准备。一是精心
选购众多口味香醇、晶莹剔透汤圆，喜庆时刻与
客户共同分享。二是精心制作上百条灯谜。灯
谜贴满大厅展示板，内容关于文明礼仪、传统风
俗、脑筋急转弯等等，形式丰富多彩。三是制作
易企秀。收集最美厅堂一点一滴情景照片，结合
此次活动制作精美易企秀，分享到朋友圈，让更
多的新老客户知晓。

活动过程中，交通银行邵阳分行营业部大堂
经理为来到厅堂的每一位客户端上热气腾腾的
汤圆，在客户等待办业务过程中更是提示客户猜
灯谜并送上节日的祝福，在互动过程中，猜灯谜
的客户非常踊跃，争先恐后答对并领取小礼品。

圆溜溜的汤圆吃起来，妙趣横生的灯谜猜起
来，客户积极参与。邵阳分行营业部充分利用节
日氛围，厅堂内外联动，做好营销服务工作。

（雷 敏）

交行元宵节营销巧打文化牌

记者 宁煜

通过手机下单，就可以买到生态环保的放
心菜，如今这样的购菜方式在邵阳就能实现。

让市民实现“手机下单，生态到家”的人是
从沿海回来的一群大学生，领头的人叫杨新华，
毕业于湖南理工学院法学院的他是一个硕士研
究生，2015年，他和唐大、章海华等4名同学从深
圳回来后创办一家叫做窝窝团的公司，目的只
有一个：让老百姓吃到放心菜。

网络平台“窝窝团”去年就搭建成功了，今
年他们开始谋划实体店的筹建。2月21日，窝窝
团旗下的17家窝窝团生鲜店正式营业了。店铺
里整齐陈列的蔬菜、水果、水产、粮油、宁乡花猪
肉等生态环保产品，吸引了很多市民尽情选购。

说起自己的创业梦想，杨新华流泪了，他哽
咽着说道：“我自己的母亲现在78岁了，她每一
天两三点钟就要起来，去扯菜、选菜、扎菜，菜卖
给消费者，一天也卖不了多少钱，但是却是这么
辛苦，我也从中受到了启发，帮助更多的像我母
亲这样起早贪黑的人，把菜卖给消费者。”

在邵阳创办生鲜店，他们的初衷就是“农者
耕其田，食者知其味”，这群年轻人在邵阳县、新
邵计划筹建农场，在市区一些有眼光投资者的

支持下，农场产品如今已开始上市。杨新华说：
“市民都担心蔬菜有残留农药，担心吃到饲料猪
肉，我们创业的目标就是要农场的农民种没有
使用农药化肥的蔬菜，按照自己家里的方式种
好菜，然后我们帮助他把菜卖到城里来，让城里
人能吃到放心的菜，我们只做放心菜。”

杨新华等人发现现在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
想买菜更加方便，买菜更加安心，他们搭建的窝
窝团倡导的就是社区自助农业，目标是在城区
每个小区里都有窝窝团新鲜超市点，市民买菜
的时候可以通过网络电商平台下单，下单可以
到门店自取，也可以在家里坐等放心菜。

如今，窝窝团不但在市区有17家生鲜店，还
开启了15元自助餐饮店，市民只要花15元就可
以吃到23道放心菜，这个体验式自助餐饮大受
欢迎。“当然，你同样可以通过手机下单，15元的
自助菜可以送到你的家。”

怀揣绿色梦想的杨新华等人计划在邵阳建
设100个生鲜店，“我要通过我的实体店，加上我
的电商预定，加上我的体验店，把邵阳的样板做
好，然后通过连锁加盟的形式，辐射到全国，让
更多老百姓不要起早
贪黑去卖菜，让老百
姓吃到健康的食品。”

搭建窝窝团 只做放心菜
一群80后的互联网+创业梦想

本报讯 2月21日，湖南省商务厅组织有关
人员来到邵东廉桥中药材专业市场，对100余户
中药材经销商进行中药材流通追溯系统使用培
训，以“来源可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为宗旨
的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运营在廉桥中药材市场
正式启动。

廉桥中药材市场是全国17大中药材专业市
场之一，有南国药都之称，在我国南方中药材流
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2016 年，该市场销售总
额突破80亿元，药材玉竹、射干、玄参味正气厚，
产销量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5%、60%、50%。
在廉桥市场建设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将进一
步提高市场经营主体责任意识，推动廉桥中药
材市场规范化发展，提升邵东、邵阳乃至整个湖

南中药材流通的现代化水平。
在廉桥中药材市场中药材流通追溯系统使

用培训暨追溯体系运营正式启动大会上，作为
新廉桥中药材市场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湖南廉
桥药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黎
刚表示：公司将努力做好市场的管理者，平台的
搭建者，资源的提供者，经营的组织者，整体工
作的推动者。并以这次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
设为契机，积极组织，稳步推进，在廉桥新建一
个10万平米以上的仓储物流中心，搭建好电子
交易、投融资两大平台，扩建中药饮片、复（单）
方颗粒剂提取、中成药生产三位一体的医药工
业生产园区，助力邵东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

（曾 锐）

廉桥药都发展迎来新机遇

创业之星

金融之声 大蒜价格居
高不下，已经突
破了 2010 年“蒜
你狠”时的最高
价格。市内部分
农贸市场里，大
蒜 零 售 价 达 20
元每公斤，图为
2月21日某大型
超市消费者在选
购大蒜。

杨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