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综 合
责编:仇多轩

2019年3月5日 星期二 长 丰
审版签发：杨道文

3 月 1 日下午，全县
经济普查登记工作汇报
会议召开，通报全县普查
登记工作开展情况，安排
下一阶段经普登记工作。

根据清查结果，我县
应登记单位 13142个，其
中，需要入户登记的非一
套表平台企业共 12482
个。截至目前，已发放告
知书及相关普查资料单
位 11234 个 ，告 知 率

90%，已初步审核符合登
记 要 求 的 单 位 数 6746
个，占全部登记单位数
54%；已安装PAD319台，
试填试报单位375个。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
会议要求，要重视到位，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质量
审核和控制，坚决打赢普
查数据质量的攻坚战。
要加强“五上”报表审核，
加大财务指标审核力度、

与部门资料的对比审核；
关注重点企业，抓住重点
企业的审核，确保做到应
填尽填、填报准确。要狠
抓“五下”数据填报，关注
核心指标，确保按时保质
完成全县经济普查登记
工作任务。

会上，各乡镇（区）经
普办及水家湖农场分别
汇报了普查登记工作开
展情况。 （本记）

强化措施提高质量 按时完成经普登记

2 月 26 日，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卢先梅一行
来到岗集镇调研指导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
工作，副县长、岗集镇党
委书记马家圣参加调研。

卢先梅分别参观了
岗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岗集镇岗集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情况，
并召开座谈会，听取镇、
社区两级有关工作情况
介绍。

卢先梅对岗集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

为该镇文明实践活动丰
富多彩、形式多样，为进
一步加强改进农村基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
神文明建设发挥了较好
作用。卢先梅希望，镇、
社区两级要充分认识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重
要意义，建设好、利用好
阵地，开展一系列群众喜
闻乐见的活动；要做好结
合文章，把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与人居环境提升、
三下乡活动以及当前党
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
起来，因地制宜、凸显特

色。
据悉，自去年 12 月

全面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试点工作以来,目
前,我县 1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15 个所、271
个站和 23个点已全部挂
牌并全面开展文明实践
活动，还有 20 多个新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点 正 在 筹
建。截至今年 1月底,全
县各级各类文明实践志
愿者总人数达5100余人,
开展活动 165次,参加群
众18000余人次。

（崔娜娜）

县领导调研指导岗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工作时要求

建好活动阵地 做好结合文章
3 月 1 日，全县税务工

作会议在北城办会议室召
开，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张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市税
务局副局长郑连胜出席会
议，全县税务系统干部职工
参加会议。

会议回顾了 2018 年工
作，分析当前形势，对 2019
年税务工作进行了谋划布
置。张刚在讲话中指出，一
年来，全县税务系统主动作
为，不断强化税收征管，优
化纳税服务，大力挖潜增
收，组织税费收入，为我县

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新
的贡献。2019年，税收部门
要在“政策减税”与“财政增
收”中拿出更大担当，站位
全局，服务发展，既扶企惠
企、涵养税源，又广辟财源，
增加收入，为我县赶超跨越
提供坚实的支撑和保障。

张刚要求，要大力组织
收入，加强对重点行业、企
业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分析，
切实抓好今年的收入工作；
要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创新
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
自觉把县委、县政府和市局

的各项工作部署落实到实
践中去，更好地服从、服务
于全县经济发展大局；要充
分发挥职能优势，扶持民营
企业做大做强，促进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多提合
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全县
税务系统要扎实工作，开拓
进取，为实现“一个率先、两
个进位”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献礼。

会议对数字人事工作、
从严治党工作进行安排布
置。 (孔根龙 尹长远)

全县税务工作会议召开

切实抓好收入工作 服务全县经济发展

日前，在由《农民日报》

社牵头发起的第二届中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评

价研究和排行工作中，我县

民丰蔬菜专业合作社入选

入选全国“2019农民合作社

500强”名单。

长丰县民丰蔬菜专业

合作社位于岗集镇卧龙山

社居委，2014年被农业部认

定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合

作 社 固 定 资 产 4000 余 万

元，现有社员 218 人，其中

带动贫困户 12 户，辐射带

动农户 1200户。兴建蔬菜

生产基地 500亩，农产品加

工厂房 5000m2，冷库 10000
余立方。合作社坚持“民

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大力发展以山芋、南瓜、冬

瓜及名特优新蔬菜为主的

种植业，年生产、加工、销售

山芋、南瓜及茭白、菜薹等

各类蔬菜 7000 吨，2018 年

销售收入 4850万元。带动

合作社社员户均增收 1000
元以上，农户种植 50 亩以

上大户 40 户，年纯收入上

万元农户 30 余户，带动贫

困户社员户均增收 1200元

以上。

据悉，全省共有 33 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入选 500
强名单，其中我县民丰蔬菜

专 业 合 作 社 位 于 第 106
位。（陈忠 龚亚军 顾正清）

民丰蔬菜专业合作社入选全国500强

“厂里已经打来电

话，要求提前开工。”但

是，家住吴山镇东岗社

区的谈大哥坚持在老家

过 了 正 月 十 五 再“ 出

门”。今年这个假期对

他来说，虽然“时间够长

了”，但依然“没过够”。

环境美了，家也近了

记忆中，农村的环境

脏兮兮的，逢年过节期

间，人是多了，热闹了，

可总是想着“过完年赶

紧出去”，这些年感觉不

一样了，谈大哥说“今非

昔比”。今年春节，他把

镇上和村子周遭走了个

遍、拍了个遍，一幅幅干

净整洁的城乡美图晒在

他的“朋友圈”，赢来几

十个“赞”。

说起农村人居环境

的改变，谈大哥充满获

得感，“环境好了，家乡

更美了，觉得家乡发展

的不错，自己说出去都

有面子，现在越来越觉

得家乡好。在外工作，

梦里时不时都会想起家

乡的美。”

集中治理，常态保持

近年来，我县大力推

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惠及广大群众，百姓乐

享美好生活。

据悉，1月 22日至 2
月 28日期间，县城乡环

卫一体化指挥部办公室

开展以城乡环境为主要

内容、覆盖全域的专项

整治活动，打造出干净

卫生、整洁优美的城乡

环境，营造出文明有序

的浓厚节日氛围。

“大过年的，当天倒

的垃圾，当天就运走了，

我们看在眼里，心里也

感动，现在大家意识也

跟着高了，都自觉搞好

卫生，爱护环境。”家住

双墩镇的王燕不仅是个

身 体 力 行 的 环 境 保 护

者，还积极影响他人，传

播正能量，她还以爱环

境、爱卫生为主题给孩

子布置寒假作业。

力度不减，效果不降

据统计，1月 22日至

2月 28日“两节”人居环

境整治期间，全县 15个

乡镇（区）共投入人力约

5500 人次，保洁公司和

环卫人员发扬“白加黑”

精神，齐心协力，多措并

举，加大力度，及时清

扫、清运和处置各类生

活垃圾，确保日产日清，

垃圾无积存。

自2017年4月以来，

我县大力推进城乡环卫

一体化工程，“村收集、

乡镇转运、县处理”的垃

圾治理模式顺利运行，

目前，我县生活垃圾全

部由合肥长丰皖能环保

电力有限公司进行无害

化环保发电处理，极大

地 促 进 了 人 居 环 境 改

善。

“以长效管理为抓

手，以综合整治为手段，

坚持力度不减、效果不

降，进一步完善长效机

制，确保城乡人居环境

卫生常态化。”县城管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

（何声强 柴晶晶）

“美丽”人居环境 留住“美好”乡愁
3月 1日，第二届国际

草莓品牌大会在江苏溧水
召开，来自五大洲二十多个
国家 600 多位嘉宾齐聚溧
水，开展全球草莓产业发展
的学术研讨和技术成果应
用交流。

大会发布了“2019年草
莓区域品牌及企业（产品）
品牌价值评价”和“2019 年
全国十大好吃草莓”榜单。
依据品牌价值评价有关国
家标准，经专家评审、技术
机构测算，中国优质农产品
开发服务协会专家委员会
审定，“长丰草莓”区域品牌

2018年品牌价值为 66、4亿
元，比2017年翻近一倍。同
时，长丰县秀芝家庭农场的
蝶恋花和艳九天农业科技
有 限 公 司 的 艳 九 天 上 榜

“2019 全国十大好吃草莓”
榜单，长丰草莓独占两席。

“长丰草莓”品牌价值的
翻番跃升，凸显了“长丰草
莓”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展示了“长丰草莓”品牌
的成熟度和影响力，反映了

“长丰草莓”产业由小变大，
从弱渐强，成为全国设施栽
培草莓第一大县的发展历
程。

长丰县素有“中国草莓
之都”的美誉，是我国著名
的优质草莓产地。三十多
年来，在历届县委、县政府
的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各界
的关心支持下，长丰草莓规
模冠居全国、种苗供应全
国、果品畅销全国、品牌享
誉全国，小草莓已成为长丰
农民增收的大产业，成为政
府服务农民增收致富的大
文章，成为长丰对外形象展
示的大名片。是长丰最具
特色、最成规模、最有影响、
最受关注、最聚人气的特色
农业。 (戴磊 孔根龙)

全国十大好吃草莓我县独占两席

长丰草莓品牌价值跃升至66.4亿

2月28日中
午，双墩镇泉河
路社区家庭发展
服务中心、社区
邻里关爱团联合
安徽孝和堂居家
养老服务公司共
同举办了社区首
届“浓情百家宴
共聚邻里情”活
动。社区居民们
欢聚一堂，通过
美食分享、饮食
文化交流，形成
和 谐 的 社 区 氛
围。
（罗夕君 高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