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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之窗

本报讯（记者 鹏飞 通讯员 樊伯巍 靳
培茹）“亲身体验了一次‘互联网＋税务’，
实在是太方便了。”近日，新郑市某电器销
售有限公司的白先生拿着手机高兴地说
道，“这个‘二维码’就像‘办税导航仪’，比
看纸质资料更简单，一般性的问题动动手
指就能解决。”

运用“二维码”，推行豫税通 APP 以及
微信应用，这仅仅是新郑国税试水“互联
网+”纳税服务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新郑市国税局以网络便民办
税为切入点，创新“互联网+税务”服务新模
式，巧妙借力网络技术，为纳税人提供从“足
不出户”到“如影随形”的服务体验，不断为
市场主体增添活力，助推经济发展。

“互联网+办税服务”
该局大力推进纳税服务朝信息化、现代

化方向发展，提高网上办税覆盖面，不仅进
一步完善网上办税服务厅功能，而且全面推
行豫税通APP、郑州国税微信应用等。纳税
人只需扫描二维码，安装 APP 或者添加微
信应用，就可以把办税服务厅“装进”口袋
里，随时随地查信息、学法规、办业务。纳税
人还可以通过手机实时了解办税服务厅人
流数据，从而有效避开办税高峰，真正做到
办税服务如影随形。

除此之外，该市国税局在办税服务厅设
置专人专岗，为纳税人开展“网上办税”的咨
询、指引。据统计，今年 1月份和 4月份，该

市企业纳税人网上申报户率分别达 86.85%
和94.18%。

“互联网+自助服务”
为了给纳税人开辟更加自由、灵活和便

捷的服务渠道，该市国税局采用新型网络办
税服务手段，建成了集“发票发售、发票认
证、申报、车购税自助办税、自助开票”五位
一体的“24 小时自助办税服务厅”，为纳税
人提供全天候自助办税服务。

据悉，自“24 小时自助办税服务厅”运
行以来，共受理专票认证 520余户次，认证
发票 3361份，受理纳税人申报 996户次，发
售发票3689份。这不但节约了纳税人的办
税成本，还更大地拓展自助办税服务领域，

丰富自助办税服务方式。

“互联网+纳税辅导”
在创新办税服务的同时，该市国税局利

用“互联网+”，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打造“实体+网上”纳税人学堂。根据
纳税人上线率、热点政策关注程度及涉税问
题，每月举办 1期纳税人学堂，为纳税人提
供有针对性的税收辅导以及办税指引，全面
提升纳税服务质量与效能。

同时，该市国税局在办税服务厅建立
免费WIFI平台，纳税人通过“新郑国税 与
你同行”的微网站，即可了解最新的税收政
策、办税流程和全市办税服务点的地址与
联系方式。

国税“互联网+”让办税加速跑

凡人凡事

盛夏时节，新郑市新村镇王垌村的佳源
农业园里，翠绿、粉红的色彩抹遍田野，高矮
不一、不同品种的蔬菜，一块接一块，一片连
一片，个个晶莹剔透，鲜翠欲滴；运送有机蔬
菜的货车来来往往忙个不停。可去年，这片
土地上却没有这么“热闹”，是谁让它如此生
机勃勃？这还得从新郑市佳源农业种植有限
公司的董事长王利军说起。

王利军，一双眼睛沉稳而明亮，柔声细语
中，给人一种恬静安然的感觉。大学毕业后，
她进入央视七套工作，可因种种原因她对自
己的事业选择产生了怀疑，毅然退出了媒体
圈。机缘让她与同事创办了君源有机农场。
那时候到处都是黄白沙，有一天，她在施工现
场看到一棵蒲公英，而且开出一朵小黄花，她
兴奋地说，这地方能长出野草开出花，肯定也
能长出菜。信心就是从那朵小黄花开始的。

选择有机农业，是王利军与同事经过多
次考察后的结果。考察中，她得知一些菜农
果农，不假思索地用农药、化肥、激素、除草
剂，最终导致土壤酸化、农作物免疫力下降，
陷入恶性循环。而王利军认为，生态是一环
连着一环，不从根本上改良土壤、还原植物原
本的生长状态，仍然会“城门失火，殃及池
鱼”。因此，在她的农场里，化学农药、化肥、
激素、除草剂等坚决不用，而采取加强人工管
护、施用有机肥等原始的方法，让百姓餐桌上
的蔬菜水果有了天然的味道。

然而创业之路何其艰辛。她硬是靠自己
独有的韧劲，迸发出强大的事业激情。当初，
她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专业知识的匮乏。为
了补足这个“短板”，她向专家教授请教，向身
边的农民学经验，并结合理论知识到田地里
实践。为了做试验，她不顾严寒酷暑，待在田

间，一待就是一天。脸上被晒出白斑、晒得脱
皮，摸一下就很疼，她都坚持下来了。几年下
来，她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工作
异常忙碌，但王利军很享受这种“苦中作乐”
的生活状态，因为做自己想做的事，她格外有
干劲。每天跟土地、农作物打交道，她觉得活
得踏实、真实。

她学习着、实践着、积累着、成熟着……
随着对专业的深入了解，加上对梦想的执着，
去年，王利军独自创办起了佳源农业，目前佳
源已有海南、西藏等几个分农场，让更多人品
尝到了新鲜美味的有机蔬菜。

在她的田园里，传统的耕作方式与先进
的科技因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用黏虫板捕
捉果蔬上的虫子、不喷洒农药、施农家肥……
这些老式的耕作方式在这里彰显出活力。而
引进全国首个掌上微农场，依托网络平台，同

时发展认养、采摘、代种代养等多种形式的销
售模式，让城市居民也可以有自己的菜园。会
员们通过网络可以用手机或电脑，随时查看
蔬菜的整个生长、生产过程，感到放心、舒心。

青春于斯飞扬，梦想在此绽放。沉稳执
着的王利军，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播撒着自
己的梦想，让它变得真实而深远。现在，她在
自己的田园里，看得见蔬菜，听得见植物拔节
的熟悉声响，闻得见泥土的芳香，感到充实而
幸福。她的梦想也像蒲公英一样，在天空中
自由飞翔；她的理念也通过一个个新鲜绿色
的果蔬，传递到千家万户。

面对未来，王利军已经想好了，那就是把
佳源农业打造成一个充满魅力、集蔬菜种植、
休闲观光、科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有机农
业园区。因为她的执着、她的态度，我们相信
她的“有机”梦想会更加出彩。

王利军：情系田园 有机果蔬绽芬芳
本报记者 尹春灵

交运局
组织观看《筑梦中国》
本报讯（记者边艳高凯通讯员王静霞）近日，新郑市

交通运输局组织全系统党员干部观看教育片《筑梦中国》。
通过观看教育片，干部职工进一步增强了历史使命

感与自豪感，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
的信心；并表示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自觉践行“三严三
实”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社保局
做 好 退 役 军 人
养老保险转续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通讯员 王阁）近日，记者从新郑市
社保部门了解到，为做好军人退役安置、接续养老关系工作，
该局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为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提供便利。截至目前，已顺利接收退役军人养老保险转移
1033人次，累计金额达到1993万余元。

据了解，为给退役军人重新就业参保畅通渠道，新郑市
社保局联合多个部门，在军人退役前主动与各省市军队后勤
财务部门沟通，以邮寄、传真方式为其提供养老保险开户行
名称、账号等相关信息，使退役军人养老保险金能够及时准
确地转移到地方，并在退役后提供详细可行的养老关系接续
业务经办流程等，方便其办理手续，切实维护退役军人的切
身利益。

新建路街道
排 查 老 楼 危 楼
确保居民住房安全

本报讯（记者 边艳）为加强街道老楼危楼安全管理，保护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利用一个月
的时间，在全街道范围内组织开展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

此次重点排查6个社区居委会中，建筑年代较长、建设标
准较低、失修失养严重的居民住宅、教育设施、养老设施、商场
（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房屋，以及所有保障性住房。

此次共排查了近3000间居民住房，发现危房14处。在排查
现场，工作人员根据老楼、危楼不同程度的安全质量状况，对房
屋使用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整改要求，尤其是对安全隐患较大
的老楼、危楼，现场发放危房整改通知书，并要求其尽快修理。

八千乡
全民创建

改善城乡卫生环境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 通讯员 张涛）为进一步提升

镇区环境卫生水平，近日，新郑市八千乡组织环卫所全体人
员、镇区环卫工和各村保洁员 70多人，对镇区环境死角进行
全方位清除，使镇区面貌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自全民创建开展以来，八千乡坚持日常清理和集中
清理相结合，镇区卫生和村庄卫生齐头并进，筹措资金10多万
元，在镇区道路两侧规划安放果皮箱、规划停车位，规范管理镇
区车辆乱停乱放问题；做好绿化带补植和路边石修整；并与商
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设置环保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多渠道
宣传、教育、引导辖区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使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常态化发展，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使环境
改善惠及于民。

新华路街道
专项检查高温季节
职工劳动保护工作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 通讯员 李建设）连日来，新郑市
连续出现了高温天气，为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保障劳动者
的身心健康，该市新华路街道在辖区范围内积极开展了一次
高温季节职工劳动保护检查活动。

此次重点对辖区建设、交通运输、冶金冶炼等露天作
业、高温作业岗位的用人单位进行检查，特别抽调专人对
目前辖区的重点工程项目工地进行检查。所到之处，工
作人员都要对用人单位的防暑降温措施、高温津贴发放、
职工劳动时间管理规定落实情况等进行检查。针对发现
的问题责令其立即整改，确保夏季防暑降温和劳动防护
措施落到实处，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通讯员 岳浪）
近日，新郑市集中力量，攻克城区主次
干道占道经营顽疾，主要采取四项整
治措施，坚决打击取缔所有占道经营
现象，使城市市容市貌明显改观。

坚持疏导措施，合理规范。城区
共设置18个便民疏导点和1个夜市摊
群，目前，已全部投入使用，工作人员
通过发布通告、发放宣传彩页、队员劝
说、免交租金等方式，教育引导经营户
到便民疏导点或夜市摊群经营，并用
定时定点出摊、画线经营、采取环境保
护措施等办法，对摊点进行统一纠正

规范，促其达到规范化经营的要求。
强化监管，管罚并举。实施拉网

式集中整治，强化夜间巡查管理和处
罚，对人民路、新华路、中华路、洧水
路、炎黄广场、故里广场等主要街道、
点位夜市摊点坚决予以取缔，对违法
违规者视情节依法处以警告、暂扣物
品等处罚，确保及时发现并遏制违法
行为于萌芽状态。

转变观念，创新服务。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该市考虑到天
气炎热、刮风下雨等因素，安排购买
160 把遮阳伞，为疏导点经营商户提

供贴心服务。为确保中心城区新区
夜市摊群尽快投入使用，该市提前安
排，精心筹备，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安
装了高清监控设备 1套、电动升降门
2 个和遮阳棚 200 个，配备了环卫保
洁员 8名，管理员 8名，大小垃圾收集
容器 800 个，并组织环卫工 30 人，出
动洗扫车 12 台，对夜市摊群场地进
行全面清洗，创造干净整洁的经营
环境。

同时，该市还实施蹲守执法措施，
确保整治后不反弹，实现了摊点监管
全天候、长效化。

请做文明观影人
王洧辰

近日，笔者带孩子到影院观看影片时，场内不断
有人交头接耳、接电话，甚至来回进出。本来是带孩
子享受轻松的心情，反倒变得有些烦躁。笔者认为，
这些不文明的观影行为，不但影响了其他观众，还表
现出了对所观看影片的亵渎。

“我们小时候都是在村里的打麦场看露天电
影，一台放映机，一张电影布，大家一人搬一只小
凳子。虽然条件大不如现在，可是大家观看影片时
都非常认真投入。”一位老者与笔者聊起了以前观
影的旧事。他说，以前看场电影不容易，所以非常
珍惜看电影的机会，每次都想从中寻找一些启迪、
得到一些教育。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人们对精神文明需求
的增多，眼下，到电影院看电影已成为人们重要的
休闲方式。然而影院的环境越来越好，可观影的
人却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不自觉。“我们在每场影
片开始前都要播放观影须知，甚至进场劝导，但这
些不文明现象依然存在。”某家电影院工作人员对
笔者说。

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让他人大扫雅兴，同时也
折射出一些市民的素质与看电影这种高雅的休闲享
受、艺术体验还有很大差距。看电影本身就是接受
文化教育、提高文明素养的重要形式。不文明的观
影行为，不仅打扰了观众对这份美好的享受和感动，
也辜负了演职人员的辛苦付出。

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观影环境和观影秩序，需
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提前入场、手机调为震动、不随
意走动、不交头接耳、不乱扔果皮纸屑……每个人都
要从细节入手，多顾及身边人的感受，做一个文明观
影人，共同享受观影之乐。

七日谈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巡回
检查组将开展专项督查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8月 3日，新郑市召开“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巡回检查组动员培训会。该市领导刘德金出席
会议。

为深入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扎实有效开展，新郑将
对全市各单位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实施专项督查。会议
宣读了《新郑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专项督查方案》和“三严
三实”巡回检查组成员名单，并对专项督查进行了安排部署。
督查重点从查工作部署情况、查“五个一”进展情况、查“三个
一”落实情况、查“三严三实”与“三查三保”融合推进情况、查
中共新郑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交办的其他
工作任务等方面进行。

会议指出，各相关单位要强化认识，增强巡回检查工作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提高巡回检查工作的针对
性和时效性；要强化作风，展示和树立好检查队伍的形象。

年底前完成
黄标车全淘汰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7月31日，新郑市召开黄标车治理
工作会议，公布了该市关于黄标车淘汰工作方案，并对具体工
作安排部署。该市领导赵建武参加。

据了解，为进一步减少城镇机动车污染，改善环境空气
质量和城区交通状况，新郑将于年底前完成该市所有黄标
车淘汰工作，并对提前申请淘汰并符合条件的黄标车，给予
适当经济补贴。同时决定从 9月 1日起，无有效绿色环保检
验合格标志的汽车在该市 107 国道以东，新村大道以南，京
港澳高速以西，323省道以北区域以及龙湖镇、薛店镇、孟庄
镇、具茨山景区等区域道路禁止通行。

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同时还要加
强定期对辖区工作开展情况督导检查，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确保治理淘汰工作稳步推进。

为激发青少年儿
童对书法和语言文字
的热爱之情，近日，新
郑市图书馆举办暑期
青少年书法比赛。图
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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