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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国税系统2017年第一期
纳税人学校顺利开班，税务师事务所首次登上
纳税人学校讲堂，为纳税人讲解涉税知识，回答
税收业务问题。

为进一步规范纳税服务体系建设，助推税
务师事务所转型升级，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邵
阳国税协同湖南晖帆翰林税务师事务所，积极
搭建三方沟通平台，通过事务所信息进大厅，在
纳税人中开展广泛宣传；通过事务所所长进课
堂，了解诉求，答疑解惑，实现三方零距离交流
沟通。

湖南晖帆翰林税务师事务所所长卿启伟认
为，三方平台的搭建，将有助于税务师事务所规
范行业管理，拓宽发展空间。今后，税务师事务
所将继续秉承“依托税务、服务社会”的理念，帮
助纳税人规范涉税行为，规避涉税风险，切实为
其提供便捷、优质、专业的涉税服务。

邵阳国税将进一步强化新形势下对涉税中
介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支持其发挥职能
作用，切实保障纳税人和税务师事务所的合法
权益，持续推进三方长效沟通机制的建立。

（石芮旗）

市国税局

力推税务师事务所转型升级

本报讯 近日，从农行邵阳分行传来好消
息，该行各项贷款余额突破100亿元，较年初净
增8.52亿元，净增额在“工农中建等国有银行”的
市场份额达42.26%。

一直以来，农行邵阳分行围绕邵阳市“十三
五”发展规划和“两中心一枢纽”战略部署，充分
发挥金融“杠杆效应”，主动对接全市重大产业项
目，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上精准发力，信贷支持
领域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精准扶贫、旅游开发、

环境治理、新型能源及民生项目等多个领域。一
季度，支持了邵东桐江河治理、高铁新城、崀山生
态停车场等多个重点建设项目。

该行坚持“以为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
的经营理念，立足区域经济特色，认真履职，服务

“三农”，通过与政府、保险公司合作的方式，创新
提供“政府增信”和“财银保”模式的主打产品，解
决客户缺乏抵押的难题。目前，在邵阳县，该行
与县政府合作推广“政府增信”油茶贷，在隆回、

新宁县等地投放由“农信担保公司”等保险公司
承担保证保险，在洞口县试点开展农民住房财产
权抵押贷款、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积极为客户
提供新型良好的融资渠道。一季度，该行发放涉
农贷款13.56亿元，为春耕生产提供了有力的资
金保障。

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加
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的重大部署方面，该行大力推广“农民安家贷”产
品，支持农民进城购房，加强与区域内碧桂园、恒
大等优质楼盘合作，支持邵阳新型城镇化建设，
向进城购房农民提供优惠，已发放“农民安家贷”
2.2亿元。

（姚 红）

农行一季度各项贷款突破100亿元

本报讯 4月7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一行
人来到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真情
结对、精准服务”企业帮扶活动，为企业现场解
决部分质量技术难题，以实际行动推进企业在
技术上实现“邵阳质造”。

今年，我市将全力推动邵阳制造向邵阳
质造升级，着重抓好提升质量、保障安全、服
务发展等方面的工作，为全市“二中心一枢
纽”战略目标、“产业兴邵”战略部署提供坚实
质量支撑。

今年，我市将强力推进“供给质量”，开展
示范活动，选择1至2家基础较好的工业企业
进行指导帮扶，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式，支持
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在妇婴用品、学生
用品、农资产品、食品相关产品、建材家电等涉
安涉农领域，全市开展对标达标行动，实现内
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力争重点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合格率稳定在93％以上，推动邵阳制
造向邵阳质造升级。今后我市将加大质量品
牌培育力度，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并举，

保持“省长质量奖”的全省第一方阵和“国家地
标产品”的全省领先地位；评选“市长质量奖”2
到3家，湖南名牌产品保有量在50个以上，推
动邵阳产品向邵阳品牌跨越。

在保障安全方面，我市将着重抓好安全监
管、行政执法、基础机制、检查抽查、应急处置
和责任落实等六件事。在服务发展方面，全市
重点抓好简政降费、标准服务、计量基础、技术
升级、窗口平台和质量分析等。通过各方面工
作的同步推进，我市准确对接“产业兴邵”要求

和邵阳产业实际，打造邵阳质量，支撑和助
推全市“二中心一枢纽”战略建设。

（朱杰 张翔）

为产业兴邵提供质量支撑

“邵阳制造”迈向“邵阳质造”

本报讯 近日，在各单位前期申报、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市财政局发布了邵阳市 2017
年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实施计划。

今年我市项目实施计划共计项目 26 个，
总投资约215亿元，涉及基础设施、旅游开发、
民生事业等领域。其中市区三环线地下综合
管廊PPP项目、邵阳市洋溪桥第二污水处理厂
PPP项目、新宁县中医院整体搬迁项目等三个
项目是湖南省示范项目。

推广应用 PPP 模式是我市拓展投融资重
要渠道，我市将以 PPP 模式为重要抓手，推动
重点项目建设，实现“产业兴邵”，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二中心一枢纽”战略目标。

下一步，市财政局将组织各单位加强PPP
业务培训学习，牢固树立可持续、管长远的项
目建设管理理念。同时，市财政局将协同各有
关部门，充分利用港洽周、科博会等招商平台，
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并将PPP项目推进工作纳
入绩效考核，推动项目实施机构尽快完成项目
前期工作，指导项目实施机构通过竞争性选择
机制，公开择优选择合作伙伴，促规范、促签
约、促落地。

（江 志）

我市发布

2017年PPP项目实施计划

记者 杨波

在火车站对面，有一间不太起眼的门面，店
面大约100来平方米，两个年轻的小伙正在整理
刚从工厂拉过来的麦芽糖产品。

“今天网络上完成了几单交易？”4月12日，
哥哥吕南拳向弟弟吕北拳询问当天的销售情
况。“情况不是很理想，只有3单生意，今天房东又
上门催租了？”听了弟弟回答，吕南拳长长地叹了
一口气，“现在的实体经济不好做，我们返乡创业
的大学生，资金本来就有限，房租、水电、厂房等
开支一个月下来至少得1万元以上，压得人有点
透不过气了。今年原材料价格有所上涨，原材料
费上涨，意味着产品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3年前，吕南拳从广东回到家乡邵阳。之前，
他在广东公司上班，工作之余就在网上关注家乡
的特产，梦想回老家将家乡的麦芽糖做成拳头特
产。去年5月，吕南拳拿出了全部积蓄，东拼西
凑筹到了15万元建起一个小规模麦芽糖生产作

坊，后来又在火车站附近开起了实体店，吕南拳
似乎摸到了梦想的样子。然而，现实的无奈让这
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举步维艰。每天早上6时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浏览网店
订单情况，然后打包联系快递将包裹发送出去。
两年来，他就像一只转个不停的陀螺，从清晨一
直忙到深夜甚至凌晨。由于前期没有资金，店里
请不起人，他不仅要跑业务还要搭理实体店的生
意。去年，通过艰辛的拼搏，实现了10万元的销
售额，其中，通过互联网销售达8万多元。尽管
如此线上线下同时运作，实体店生意越来越难
做。吕南拳坦言，一年下来收支只能持平，没有
赚到钱。吕南拳摊开一双粗糙的手直叹气，“手
还快搭进去了。”吕南拳接着说道，现在最大的困
难不是没有市场，不是思路有问题，而是各种成
本太高，融资困难。现在资金周转困难，他在考
虑要不要继续线上线下将门店经营下去。

对农村前景和特产市场看好的弟弟吕北拳，
去年特意辞去广东一家知名企业的工作，回到老

家和哥哥吕南拳一起经营麦芽糖生意。由于意
见上的分歧，兄弟俩共用一家门店，销售上分
开。在吕北拳看来，目前情糖生意遭遇的冲击
来自两方面，一是实体经济不景气，情糖这种
不常吃的食物就会缩减；二是来自网店的冲
击。现在没有做出自己的品牌，网上接受程度
不高，但线上线下这种模式必须坚持下去。只
要有好的产品，实体店是产品的形象展示，网
络可以更好的拓宽销售渠道……正说着，吕北
拳的电脑上，各种QQ、微信、淘宝、58同城等
的咨询留言一直嘟嘟叫，他觉得，线上、线下互
动协作，可以实现双赢。下一步，吕北拳打算
在市区50家店面先铺货，然后在网上开一家旗
舰店。谈及未来，吕北拳信心十足，尽管过程
很艰辛，但总算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
路。他坚信，未来一定会美好。

互联网+家乡特产

兄弟俩要圆创业梦

人间四月，春意正浓，果市行情看好。目
前，菠萝、甜瓜、芒果等除上市量大幅增长外，价
格也很“亲民”。图为消费者在挑选水果。

（4月12日杨波摄于某超市）

位于绥宁工业集中
区的湖南中集竹木业发
展有限公司是一家利用
南竹资源生产集装箱地
板的优质企业，现拥有5
条竹木复合板生产线，年
产值可达 3.2 亿元，年纳
税额超1000万元。

童中涵 摄

邵阳创客

金融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