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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全市各级各部门坚决贯彻落
实“四个最严”，大力推进食品安全放
心工程建设，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
风险，全市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食品安全事故，人
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公众满意度得
分为85.73分，比上年提高1.77分。

全方位构筑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责任体系不断健全。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认真落实“党
政同责”，市委书记、市长同时担任市
食安委主任，扎实推进食品安全“两个
责任”机制落实，目前全市共核定包保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0035家，配备包保
干部7226名。基层基础有效夯实。我市
5个县级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机构获
得农产品质检机构“双认证”资质，174
个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达到

“五个规范化”建设标准，36个乡镇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达到省级示范站
标准，监管网络乡村覆盖率达100%。
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我市将食品安全
监管、监测、抽检等相关经费纳入年度
财政预算，市本级全年投入食品安全
资金3973.27万元，较上年增长7.8%。

全过程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源头严防。我市深入实施产地环
境净化行动，继续开展食用农产品

“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全
面完成53.66万亩轻中度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和 1.74 万亩重度污染耕地严
格管控任务，农药使用量和畜禽产品
抗生素使用量同比分别下降 1.2%、
12.1%。过程严管。全面实行食品生产
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完成风险分类分
级 56230 户，完成率达 99.82%。综合
运用“双随机”抽查、飞行检查、体系
检查等方式，完成监督检查79117户
次，完成率达98.61%；已整改企业户
数2594户，整改完成率为98.26%。

全覆盖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我市聚焦重点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网络平台企业、学校食堂等，扎实
开展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
全”和特色食品全产业链风险排查整
治专项行动，排查发现问题2884个，完
成处置2857个，处置率达99.06%。聚
焦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开展校园食
品安全检查，全面防范食品安全事故。
全年检查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者9315
户次，下达责令整改文书555份，查处
案件41件，罚没金额45.35万元。整治
校园周边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行为，
共检查市场主体1356家次，发现问题
20个，整改问题11个，查处案件14起。

全链条助推食品产业健康发展

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全市目前拥

有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
产品312个。推动全产业链农业标准
化试点，以新宁县地标产品“崀山脐
橙”为试点，带动休闲旅游、电子商
务、餐饮和仓储等产业发展，迈开“全
产业链农业标准化综合体建设”步
伐。积极推进品牌建设，推动湖南湘
窖酒业成功申报省级消费品“三品”
标杆企业。支持企业转型升级，重点
抓好茶油之都邵阳县茶油作坊转型
升级试点工作，以点带面促进全市茶
油生产加工作坊的提质生产。

全社会推进食品安全共治共享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创新食品安
全宣传载体和途径，常态化开展“五
进三下乡”“农产品质量安全行”“食
品安全宣传周”等系列宣传活动。开
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通过对
1600余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和
分析，确定3类抽检场所和10个抽样
品种，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消
费者的见证下进行现场抽样，并将检
验结果在政府相关网站及时公布。开
展特殊食品“示范店”培育创建，遴选
武冈市、双清区和隆回县作为特殊食
品经营示范店的首批创建县市区，并
在武冈举行启动仪式，目前全市已有
120余家经营特殊食品的超市、母婴
店、药店及专营店被授予“邵阳市特
殊食品经营示范店”。

全方位 全过程 全覆盖 全链条 全社会
——我市全面推进食品安全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易 蓝 通讯员 董平海 刘娟娟

日月其迈，时盛岁新。
2022 年，市税务系统深度践行

“站位有高度、改革有力度、服务有温
度、管理有深度”工作目标，扎实推进
财源建设工程，以高质效的税收服务
践行“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初心和
使命，为助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

税费服务更有温度

全市税务系统创新开展“党建+
纳税服务”活动，164个党支部与276
户企业开展联学联建、走访帮扶活
动，12 个县市区局局长的退税减税

“微税课”在“央视频”“学习强国”等
10余个媒体平台的点击量超百万次。

市、县两级税务机关主要负责人
开展“一把手”走流程服务，各班子成
员深入企业宣讲政策、答疑解惑。青
年干部与企业、高校联合开展“结对
子”“搭梯子”“播种子”系列活动。全
面落实10大类20项“放管服”改革措
施，办税缴费效率实现质的飞跃；推
进12366纳税服务热线与12345热线
归并，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7×24小
时”不打烊服务；聚焦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联合 5 家银行推
出“税联 e 贷”“小微易贷”等金融信
贷产品，累计帮助 5792 户（次）企业

获得贷款 29.03 亿元，有效解决企业
资金周转难题。

为让依法治税更有“力度”，市税
务局制发《关于推进税费业务工作提
质增效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全市
外向型经济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的八
点意见》及任务清单，开展“税收执法
大督察”行动，进一步引导各企业规
范经营。同时，主动与地方党政部门
加强沟通，推动成立市“三高四新”财
源建设办公室，制定《提升骨干税源
企业税收贡献度行动方案》，财源税
源建设合力进一步增强，

队伍建设更有力度

市税务局始终把人才队伍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健全各项机制保障干
部“愿干事”“干成事”。

市税务局充分发挥退二线干部
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积极引导他
们在专职廉政监督、巡察督办、税收
科研、乡村振兴等 15 类专项工作中
尽责担当，要求各单位安排50%以上
的职级干部参与“以师带徒”计划，实
现“保稳定”与“促发展”双结合。

与此同时，定期安排优秀青年代
表列席局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定

《关于加强青年干部培养优化队伍结
构的指导意见》，全面扎实推进“强基

培苗”工程。开展交流式、轮岗式、攻
坚式培养，下派7名40岁以下科室副
职到县市区局挂职，选派5名优秀青
年干部到基层税务分局（所）锻炼。

为强化纪律作风建设，市税务局
加强对党委班子履职尽责和税务干部

“八小时之外”违纪违法监督。在全市
系统各支委、支部均设立纪检书记、纪
检委员或纪检联络员，充分发挥支部
纪检委员的“前哨”作用。党支部开展
常态化教育和家庭助廉活动，签订《家
庭助廉承诺书》2700余份、寄送《助廉
倡议书》2765份、发送廉政短信3万多
条。制发《岗位廉政风险分类防控实施
办法》，对319个岗位进行风险定级。加
强“廉洁单位”建设，市税务局成功申
创“全省清廉单元样本培树点”，机关
廉政文化室被列为全市“坚守廉心、建
设清廉邵阳”三大主题学习阵地之一，
吸引50余家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前来交流学习。

新蓝图已展开，集结号已吹响。
2023年，全市税务系统将把全面从严
治党、全力以赴抓好税收工作的政治
责任牢牢扛在肩上，着力营造更加优
质的税收营商环境，充分发挥税收服
务国家大局、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职
能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邵阳积极贡献税务力量。

初 心 映 照“ 税 务 蓝 ”
——2022年市税务系统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孙国俊 孙鹏飞 伍洋波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金锦） “志愿者对我们非常关心，
经常来看望我们，帮助我们解决了
不少生活难题。”1 月 30 日，双清区
小江湖街道塔北社区居民张女士，
对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的志愿者感
激地说道。

为关爱弱势群体，助力我市创
文工作，市民政局组织市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市和谐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市青年花鼓剧团等爱心团队的
志愿者们，到社区开展送温暖志愿
服务活动，为居民表演了《我祝祖

国三杯酒》《补锅》等高品质的文艺
节目；组织开展了创文宣传，以小
游戏互动的形式，帮助居民更好地
掌握垃圾分类知识，增强环境保护
意识。

志愿者们还为当地20户困难群
众发放了大米、食油、保温杯、牛奶等
物资，为参与活动的居民发放了挂历
等精美小礼品，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他
们的关心关爱之情。

创文宣传 志愿服务进社区

近年来，新宁农商银行充分发挥
地方法人银行决策快速、灵活等优
势，倾注金融资源，推动当地脐橙产
业链做大做强。

扶持“产业龙头”

新宁县龙丰果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龙丰果业)是当地脐橙销售龙头
企业，早在脱贫攻坚期间，新宁农商
银行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和人民银行
新宁县支行，创新“政银担”产业扶贫

“1+5”工作机制，用好央行扶贫再贷
款政策，确定龙丰果业为省级扶贫再
贷款示范点。

该行向龙丰果业发放产业扶贫
贷款累计 1000 余万元，为周边果农
发放贷款 475 万元，带动了 13 个村
5000余名困难帮扶户加入脐橙专业
合作社，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并如期
脱贫，打造了长效扶贫项目的典范。

进入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
2020 年至 2022 年，该行陆续为龙丰
果业及其上下游经营主体追加贷款
近4000万元，支持扩大种植规模、建
设加工仓储厂房等。目前，龙丰果业
标准化脐橙种植面积超 3000 亩，部
分果园进入盛产，年产脐橙12万担，
产值超过 4000 万元，脐橙产业稳步
做强。

2020 年 12 月，新宁农商银行与
新宁县脐橙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为会员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满足会
员在脐橙种植、产品销售过程中对资
金和结算等方面的需求，助力形成脐
橙产业集群效应。

经过积极探索，合作双方建立了
良性的风险管控和激励机制，既有覆
盖全过程的风险共管机制，也有违约
风险发生后的欠款追偿机制，还有控
制不良率的业务熔断机制，而激励机
制则主要体现在降低贷款利率方面。

该行对会员企业、个人进行初步
审定，根据会员的资信情况评定出

“白名单”，安排专人对接走访“白名

单”客户，对符合信贷要求的，客户经
理“一对一”服务，开通绿色审批通
道，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符合条件的
贷款申请审批。截至2022年末，该行
共计走访协会会员828户，授信金额
达4.5亿元，发放贷款超2.5亿元。

创设“专属服务”

新宁农商银行围绕“特”字，对脐
橙产业开发了一套专门服务机制，形
成了不可替代的优势。

建设专营网点。该行积极探索
“特色产业、专业团队、定制产品、配
套机制”特色网点经营模式，选择位
于脐橙主产区的黄龙支行作为脐橙
特色专营网点，真正参与到产业发
展推进过程中，提供专业、专营、专
注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将金融服务
精准嵌入“百里脐橙连崀山”的决策
部署之中。

推出专属产品。“金橙贷”产品主
要针对辖区内脐橙种植户、脐橙销售
户、脐橙种植企业及合作社，并对他
们实施优惠利率政策。针对种植大
户、销售大户等自然人客户，信用贷
款额度提高至 30 万元，担保贷款额
度提高至 50 万元。针对企业及合作
社，信用贷款额度提高至50万元，担
保贷款额度提高至 100 万元。截至
2022 年末，该行累计发放“金橙贷”
超8亿元。

打造专属站点。2021年3月，该行
在金石镇新全村高标准打造“橙园福
祥 e 站”，实现小额金融服务足不出
村。截至2022年末，该站点共计办理
养老保险缴费1360笔、医保缴费1680
笔、资金调剂 4006 笔、日常缴费 650
笔。据悉，该行将“橙园福祥e站”建成
脐橙资金集散地和综合服务平台，提
供上门揽存、现场发放“金橙贷”、物流
配送、线上销售等服务，构建农村普惠
金融、农村电商发展、农村要素激活、
农村便民服务、农业新型生产方式培
育“五农一体”综合服务格局。

金融赋能 “橙”意满满
——新宁农商银行推动特色脐橙产业链做大做强

邵阳日报记者 罗 俊 通讯员 张飞翼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何春艳） 春节前后，受助对象过得
怎么样，是否遇到了生活难题，能否
与家人团聚？这些始终是市救助管理
站工作人员最牵挂的事情。1月份以
来，市救助管理站扎实开展“强化源
头治理、聚焦为民服务”走访慰问活
动，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和谐小区、十
井铺社区、面铺乡开展爱心回访，对
受助返乡未成年人及困难人员进行
慰问。

“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在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每到一处，工
作人员都详细了解受助人员返乡后
的生活情况、身体状况，为他们详细
宣讲党的救助政策方针，鼓励他们树
立信心、克服困难，乐观面对生活。工

作人员还为他们送去了棉被、米、油
等生活物资，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
送到他们心坎里。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关
爱，我现在生活不用愁，很满意，以后
再也不会外出流浪了。”1月30日，居
住在双清区十井铺社区的受助人员
李从秀感激地说。

下一步，市救助管理站将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发挥“党建+救助”引领作用，持续对
受助返乡人员予以重点关注和帮扶。
同时，继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避免返乡受助
人员再次外出流浪，充分发挥社会兜
底保障作用，提升社会困难群体的幸
福指数。

提升社会困难群体的幸福指数

爱心回访 送去关怀

1 月 31 日，城步

苗族自治县西岩镇资

江村农民在蔬菜种植

基地里忙碌。初春时

节，城步苗族自治县各

地农民抢抓农时，积极

投入春耕春管中。

邵阳日报通讯员

严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