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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有“方”:
“一村一顾问”打造税务样板

C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近年来“三农”
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山市税务局
将乡村振兴工作列为“一把手”工
程，作为“书记项目”，由市局党委
书记牵头，选派优秀党员干部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参加对口帮扶
潮州市湘桥区磷溪镇，将“香山税
粤红”的星星之火撒向粤东大地。

“合作社建起来了，品牌立起
来了，从种植、采摘到销售都有驻
镇帮镇扶村工作队指导，这日子
眼看着越来越红火，我们干劲十
足！”磷溪镇仙美村村民满面笑容

地说。“书记项目”落地以来，中
山市税务系统基层党组织与磷溪
镇村党组织积极开展结对共建，
充分发挥“香山税粤红”党建品牌
引领作用，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积极培育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色农业种
植，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农产品
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了水菱角
品牌，正在搭建电商销售平台，走
规模化种植、集中采摘、品牌销售
的现代化农业道路，着力提高农

户和村集体的经济收入，打造具
有磷溪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形
成示范带动效应。”驻镇的税务人
员张建峰介绍道。

除了在经济帮扶上发力，驻
镇帮镇扶村工作队还将目光对
准了当地的文化建设。中山市
税务局民众税务分局党支部与
磷溪镇仙美村党总支部结对后，
立足村情村貌，着力丰富村民的
文化生活。在深挖仙美村富有
特色的水菱角文化、龙舟赛文化
和金吾第文化的基础上，驻镇帮
镇扶村工作队与村党委一起建
设了一个集党史、党建宣传、税
收知识、村情风貌、乡风文化于
一体的党建主题公园，为村民们
提供了活动的新场所。

振兴有“道”：
“书记项目”助力乡村焕新颜

B

村民涉税问题一键通，税
费纠纷现场办，税法税政随时
答。中山市税务局板芙税务
分局在板芙镇实行“一村一税
务顾问”，专门负责受理乡村
集体和群众有关涉税事项，提
供贴身税务服务，受到当地村
集体和群众热烈欢迎。

“政府为我们每个村集体
都配备了法律顾问，没想到税
务部门也为我们配备了税务顾
问，这真的是太好了！”板芙镇
深湾村委书记苏经伟谈到税务
顾问驻村服务不住地点头称
赞：“国家推行乡村振兴以来，
村里想方设法盘活资产，鼓励
创业，开展低效工业园改造，涉
及很多税务问题，但对我们来
说税务太专业了，也太陌生了，
现在好了，村里来了税务顾问，
有问题马上就能得到解答！”

据了解，深湾经济联合社
拟处置商住地块，对外招商合
作开发，当中涉及相关税费业
务，但种种不确定因素影响了
其开发计划，一时之间愁坏了
村书记。“没想到，税务顾问服

务这么好，先后几次来村里，开
现场会、实地核查，跟我们一点
一点剖析各种税务处理的问
题，解答我们的疑问，指导我们
准备申报材料。”深湾村委书记
苏经伟长舒了一口气。

随着税收法律和税费政策
的广泛宣传，人民群众的法治意
识、维权意识不断提升。为了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板芙税务
分局的税务顾问不仅仅面向村
集体和村民，更面向村辖区的企
业和缴费人，接受涉税涉社保费
咨询，力求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一
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中山市税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阶段，税务部门将
继续立足税收职能，让农村电
商在税务部门的扶持下行稳
致远，擦亮本土特色产品品
牌；帮扶磷溪村走产业兴旺、
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的现代化
农村之路；推广“一村一税务
顾问”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让群众足不出村即享受到税
务部门的贴心服务，持续为乡
村振兴持续注入“税”力量。

磷溪镇水菱角文化展示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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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湾税务分局税务人员进农场辅导

寻路 觅道 开方
——乡村振兴背后的“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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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
乡愁”的振兴之路，离不开稳“三农”、助“三农”的强有力政
策，同样离不开的，还有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多部门用心
“灌溉”。

税务惠农小组进驻服务、“书记项目”引领致富路、“一
村一税务顾问”解决涉税疑难……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多措并举，帮扶中山
特色涉农产业拓展销路、擦亮品牌，为乡村

提供贴心税务服务、贡献税务智慧，
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贡

献税务力量。

当前，网络直播带货成为新风
口，中山市也积极探索“农村电商”发
展新模式，通过举办农村电商“一村
一品”带头人提升培训班，为农户和
企业开展从农村电商品牌建设、运营
管理、营销推广到网店运营的全链条
系统化培训。与此同时，中山市税务
部门在优化纳税服务、落实税费优惠
政策方面同样不遗余力，通过将便捷
舒心的服务举措和“新鲜出炉”的优
惠政策送进田间地头，让“触网”农户
直观便捷享受税费政策红利。

中山市毛税山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便是成功打通电商之路的企业之
一。与传统印象中的农场不同，这
里有着现代化的办公楼、展厅、营销
中心，占地 800 亩的土地上产出龙
塘金煌芒、龙塘桂味荔枝、沉香等产
品。据农场负责人邹艳青介绍，受疫
情影响，到农场进行线下体验和购买
的顾客大幅减少，水果、沉香等产品
销量纷纷锐减，农场也无法举办大规
模的线下促销活动。就在此时，公司
的营销经理参加了市里举办的农村
电商“一村一品”带头人培训班，公司
依托手中积累的客户资源，成立了专
属客户微信群，创建了“龙塘生态农
业”小程序，成立了营销团队，开设了
直播间，迅速打开了电商之路。

为扫清企业在直播“带货”中的
发票申领和涉税处理等疑虑，中山
市税务局五桂山税务分局成立了惠
农小组，辅导企业使用电子发票，以
满足线上客户的开票需求，同时把
政策辅导延伸到田间地头。“直播带
货属于新兴的销售模式，其中的涉

税事项我们把握得不太准，税务人
员常常通过电话、实地走访来关心
我们的情况，给予专业的指导，更及
时将优惠政策送到我们手中。”邹艳
青说道，“减税降费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我们的资金难题，借助电商渠道，
去年我们农场销售额超过 78万元，
享受减免税费 2.6 万元。相比 2020
年，我们的销售额增长了 244%，农
场的经营状况持续改善。”

“神湾菠萝不用泡盐水，即摘即
食，清甜爽口！”丫髻山下，中山市神
湾镇自游农场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陈
倩文正拿着新鲜采摘的菠萝在直播
间热情介绍。疫情反复影响了客流，
也阻碍了菠萝销路，农场经营受到冲
击，公司也将目光投向了线上直播。
为帮助农场顺利运营电商，中山市税
务局神湾税务分局惠农小组也将“一
企一策定制礼包”送上了门。“困难时
期，幸好税务部门带来安慰，减税降
费给我们继续经营提供了资金帮
助。”陈倩文表示，2021年在农业生
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等政策叠
加下，农场约30万元销售额已免缴增
值税。有了税费政策的加持，农场也
正探索完善休闲农业模式，不仅增设
球类运动、围炉烧烤等项目，还提供
特色农家美食，成为一站式休闲娱乐

“农家乐”的好去处。“政策服务这么
好，更要加油干！”陈倩文笑着说，刚
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端午节假期，
农场通过视频号平台销售出体验券
约530张，吸引了上千名游客前来游
玩，“生意挺好，菠萝差点不够卖了！”

文/林翎 钟瑞轩
图/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

扩销有“路”:
惠农小组“滴灌”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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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特色产业建设
“一村一品”擦亮乡村名片

C 文旅融合发展
开启“粤美乡村”旅游之路

当前，乡村旅游正成为越来
越多民众的出游首选，广东乡村
休闲产业多样化、多元化发展趋
势明显，涌现出农业公园、田园
综合体、特色小镇及其他休闲农
业园区模式。“粤美乡村”旅游品
牌日益响亮，创建了 39 个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3个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镇、50 个广东省旅游
风情小镇。此外还打造了广州

“花漾年华”、佛山“百里芳华”、
茂名“精彩 100 里”、汕尾“蚝情
万丈”和陆丰“滨海走廊”等200
多条美丽乡村风貌带、570多条
美丽乡村精品线路。

近年来，广东多地通过文
旅融合壮大旅游经济，走出了
一条“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之
路。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和人文历史底蕴，汕头妈屿岛
大力整治海岛自然环境，充分
挖掘当地旅游资源，打造一批
以花海步道、屿见咖啡店为代
表的网红打卡旅游景点，吸引
了一拨又一拨的游客登岛游
玩。在革命老区梅州大埔县西
河镇，当地通过“十村联动”、农
旅结合，在稻田旁建起一排排
民宿，初步实现漳河沿线稻香、

花香、果香、墨香、酒香“五香飘
十里”的产业效益。茂名市茂
南区“好心湖畔”田园综合体项
目作为广东首个国家级试点项
目，打造“农业+艺术”模式，创
建 为 国 家 AAA 级 旅 游 景 区
……美丽乡村发挥各地文旅资
源优势，积极引导乡村文创发
展，开辟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
兴新路径。

与此同时，各地乡村还依托
特色核心产业，发展“农业+旅
游”。惠州柏塘镇是“广东十大
茶乡”，柏塘将茶融入文化和旅
游之中，以点带面推进农业与乡
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生命健
康等深度融合，还将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首个茶文旅融合综合体
项目。结合农业、渔业和皮鞋加
工业的产业基础，茂名水东湾围
绕冼太夫人文化、俚族文化、疍
家文化、渔商文化等，高规格打
造滨海乡村风光带。

如今，生态优势、农业资源
优势正转化为发展优势，正催生
美丽经济，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
的统一。在全省各个美丽乡村，
一个个崭新的乡村建设故事正
在书写。

水清岸绿，万里碧道环绕村庄；麻竹
笋、荔枝、三华李等农产品成特色“名品”；
山水田园间，游人尽享乡村旅游乐趣……
近年来，经过环境整治，农村面貌焕然一
新；围绕地方自然及特色农业资源，特色农
业产业不断开发，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下“美丽”坚
实基础；农业与文化旅游相辅相成，乡村旅游休闲产业多元
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走进广东各地美丽乡村，一幅幅乡村
新画卷多姿多彩美景处处。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改善村民生
活品质、打造“美丽乡村”的重要举措。

过去的东江企石段沿岸河滩显
露、杂草丛生，近年来，东莞企石镇
建设起东江（企石段）碧道，一条集
行洪通道、绿道、生态骑行道、休闲
漫步道等于一体的滨江画廊长卷呈
现在人们面前。

云浮新兴县围绕“河畅、水清、堤
固、岸绿、景美、路连”目标，做好“水”
文章，省级试点集成河碧道工程建设
目前已全线完工并对外开放。

肇庆鼎湖区凤凰镇近年来整治
农村生活污水、完成农村集中供水
全覆盖、建设村内道路，全力推进厕
所革命、美丽四小园建设，集农业生
产、互动体验、田园观光、生态休闲
多功能于一体的景观风貌带将为村
庄样貌带来蝶变。

随着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机制
不断健全，自然村基本完成基础环
境整治，乡村环境越来越美。走进
惠州市博罗县龙溪街道结窝村，干

净整洁的沥青村道和乡村公园、健
身广场等公共基础设施映入眼帘，
全村域完成路灯亮化工程 6 公里，
村道硬化共 9 公里，该村近日获评
广东省乡村治理“百镇千村”示范
村，300多棵黄花风铃树成为当地网
红打卡点。阳江市在全省率先对农
村公路单车道规划增设错车台和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 6150公里，目前累
计完成错车台 9036个，有效解决广
大农村公路的会车难问题……

近年来，广东开展美丽家园、美
丽田园、美丽河湖、美丽园区、美丽廊
道“五美”行动，推动全域乡村实现干
净整洁。数据显示，全省行政村实现
集中供水全覆盖，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达92.5%，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
率达99%，行政村实现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全覆盖；通客车率和农村公
路列养率均达100%，道路基本实现
硬底化……乡村人居环境越来越好，
乡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多美融
合”不断推进，“美美与共”得以实现。

A 人居环境整治
宜居村庄“美丽”不断升级

“美丽乡村”离不开产业的
支撑，各地特色产业建设推动
着“美丽乡村”高质量发展。

英德麻竹笋、始兴杨梅、钱
排三华李、高州荔枝、徐闻菠萝
……一批批“商品”逐渐成为

“名品”，形成了为大众熟知的
地域新名片，各地“美丽乡村”
大力建设特色产业，奠定美丽
经济坚实基础。

近日，“中国三华李第一
镇”信宜市钱排镇的三华李渐
趋上市高峰，每日上市量达到
1200 吨以上，产品畅销全国，
通过“农技培训提品质、农旅一
体聚人气、节庆宣传扬名气、发
展电商拓销售、延长产链增效
益”等一系列谋略举措，钱排的
美丽“秘诀”带动美丽产业上新
台阶。清远英德是中国麻竹笋
之乡，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不
断扩大，英德市现有麻竹笋种
植面积 62 万亩，年产量约 20

亿斤，近三年出口麻竹笋及其
制品达 1083 批次，货值 6.1 亿
元人民币。在“中国杨梅之乡”
韶关始兴，杨梅产业已经成为
始兴富民兴村的一大支柱产
业，带动农户 8500 人，杨梅产
值已达8.5亿元……

围绕自身农业资源优势，
各地聚焦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培育主体，打造品牌，产业融合
成效显著。

在主体培育方面，广东多
地以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生产
基地、农民合作社等经营方为
发展主体，通力合作壮大发展
当地产业。位于汕尾市城区红
草镇的晨洲村是“中国蚝乡”，
该村家家户户都从事生蚝养殖
或加工业，出产的生蚝肥硕甜
美。近几年来，晨洲村蚝产业
走上了生态化养殖、规范化产
业运营的道路，通过“公司+基
地+股民”的产业模式，实现了

产、供、销一体化经营，蚝产业
年产值达 4.6 亿元。清远英德
积极引导肉鸽养殖企业抱团发
展，联合周边小型肉鸽养殖场，
带动散小肉鸽养殖户整合资
源，目前年产肉鸽 4000 多万
羽，年产值约6亿元。

农业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将“美丽乡村”的招牌在大众视
野里越擦越亮。茂名是世界上
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2020年
以来茂名先后发布“茂名荔枝”
区域公用品牌LOGO及茂名荔
枝区域公用品牌 IP形象，品牌
知名度和美誉度持续上升。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
全省累计创建14个国家级、161
个省级、55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扶持2201个村发展农业特
色产业，建成1322个专业村和
200个专业镇，“一县一园、一镇
一业、一村一品”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初步建立。广东各地乡村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做好

“特”字文章，激活乡村巨大空
间和潜力，助力乡村振兴，让

“美丽乡村”建设成色更足。

生态美、产业旺、文旅兴

广东美丽乡村新画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
多姿多彩美景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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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园 吸 引
游客市民观光
（受访者供图）

韶关始兴农户在采摘杨梅（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