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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问

本报讯（通讯员 李拉拉 唐龙海）铜梁区白羊
镇水碾村咸菜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已经有300多年
的历史，是铜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前村里的咸
菜多是采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由于没有统一标准，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销售价格也高低不一。最近，白羊
镇现代化咸菜加工厂投用让白羊咸菜实现了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

近日，笔者来到铜梁区白羊镇水碾村现代化咸
菜加工厂，几个工人正在将大头菜串联、晾晒，旁边一
台自动清洗机正在将刚刚运来的大头菜进行清洗。

“这是新购买的清洗设备，原来人工洗的话，三
四个人一天只刷得到1000斤，现在机器洗，一天一
个人洗7000斤左右，而且洗出来的大头菜比人工洗
的干净得多。”水碾村党支部书记周龙超说。

除了对大头菜进行自动化清洗以外，车间内自
动化切菜机、压榨机、搅拌机等设备也在有序工作。

今年在白羊镇水碾村的带动下，与兵马村、凤凰
村共同种植大头菜面积达到了1000亩。大部分大
头菜都由水碾村食佳蔬菜专业合作社统一收购并制
作成咸菜，为了让散户自己制作的咸菜也能达到统
一标准，水碾村还组织各村种植户进行咸菜标准化
制作培训，做响白羊咸菜品牌，做大做强咸菜产业。

以前费时费力的传统手工制作咸菜工艺与标准
化、机械化、智能化咸菜生产相比，水碾村党支部书记
周龙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年，我们合作社设备购
买后，同菜农商量后统一规范化制作、销售模式，我们

今年的产值在700万元左右，除了人工、投入方面，我
们的纯利润在200万元左右，平均我们村2000多人经
济收入都增长了1000元左右，比去年增长了40%。”

为了把水碾村咸菜做大做强，在镇里支持下，水
碾村咸菜成功注册了羊溪牌咸菜商标，4个绿色食
品也获得国家认证。现代化加工车间实现了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下一步，白羊镇里还将加大咸菜生产、
加工、品牌打造、QS认证、市场销售等方面的支持力
度，在品种上研发风味咸菜系列产品，丰富白羊咸菜
的内容，让白羊咸菜真正走上快车道。”白羊镇相关
负责人说。

沙糖橘价格便宜，营养丰富，吃起来又甜又细
腻，是人们生活中经常吃的一种水果。种植沙糖橘
树在每年2—3月份最佳，经过健壮秋梢、控制冬梢
和促花工作后，下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保花保果。

控制肥水。沙糖橘树经过萌芽、花芽分化和开
花，消耗了大量营养，要及时补充养分。对新结果树
在春季现蕾时就要施第一次促花肥，此次施肥量应
视花量的多少而定，花少者施肥多会促使春梢营养
过旺，影响保果。

疏梢控梢。疏梢是指沙糖橘树在现蕾和落花后
采用人工摘除的办法，摘除相当多的营养春梢和落
花的无果营养枝，以减少春梢生长和转绿时浪费树
体的营养物质。控梢是指对结果树在5月中旬至6
月下旬生理落果期间抽发的夏梢，通过人工抹芽控
梢的方法抹除，以减少养分消耗，有效地防止落果。

定期摇花。在华南地区，早春雨水较多，沙糖橘
树开花后的花瓣和花丝往往黏附在小果上，影响小果
的光合作用。通过定期摇花，增加小果接受光照和减
少病虫害的滋生，能促进果园立体结果。摇花一般从
盛花开始，每5~7天摇花一次，保果效果很好。

防治病虫害。及时防治病虫害是沙糖橘树保花
保果的重要措施，如有疏忽，将会造成严重落果和生
成残次果。在果实发育期，应加强对红蜘蛛、溃疡
病、炭疽病等的防治。 （本报综合）

“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基本盘，对于保
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具有
特殊重要意义。”近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2022年

“三农”工作作出部署。近年来，一系列支持“三农”
发展的税惠政策和税务帮扶举措，积极助力乡村振
兴，促进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

减税费建路网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要致富，先修路。”对重庆来说，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现在村村都通了公路，合作社收购海椒的车直
接开到家门口，我们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石柱县
临溪镇前进村的辣椒种植户谭素容很高兴。

谭素容家门口的这条路正是重庆祎豪源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祎豪源公司”）承修的。2019
年以来，该公司在石柱县参与修建各类乡村公路达
120余公里，2021年新修近50公里。

在祎豪源公司负责人刘应达看来，乡村道路修
建成本高，平均一公里就需花费约45万元，但因为
有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的“让利”，公司才有底气以最
低报价承包下乡村公路建设工程。“仅税收方面，
2019年以来，公司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达120
多万元。”刘应达说。

数据显示，2021年1—11月，重庆新建、改建“四
好农村路”3200多公里，铺就乡村振兴“快车道”。

同时，农村饮水工程和电力网络建设也有新进展，
重庆水利部门和电力部门数据显示，重庆农村集中
供水率达88%、自来水普及率达86%，实现“村村
通”动力电，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99.84%。

全链条惠农企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第一、第二、第
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而贯穿种植、生产、加
工、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税惠政策，则有力促进了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潼南区的崇龛镇围绕油菜花“做文章”。
2008 年起，该镇从单一的油菜花种植发展起观
光休闲旅游业，种植油菜达 3 万多亩，年产菜籽
超过600万公斤。依托大规模的油菜花种植，该
镇连续13年举办油菜花节，走出了农旅融合发展
的新路子。

“政策支持下，我们的菜花节办得越来越好。”潼
南区陈抟故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田达永表
示，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享受各项税费减免31.3万
元，公司将更多资金投入到油菜花节旅游品牌宣传
和提升服务上，2021年全年油菜花景区共接待了游
客近百万人次，景区消费收入达到600多万元。

税惠助力下，重庆各地乡村已满是三产融合发
展的好“丰”景。在酉阳县花田乡，荒山荒坡“变
身”景观梯田；在铜梁土桥镇，莲藕特色小镇正在
兴起……

送红利护创业 人才“归巢”反哺乡村

随着城乡协同发展步伐的加快，返乡创业就业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上百项支持“三农”发展和
创业就业的税惠政策和税银互动等惠企举措，有力
推动了各类人才和资源集聚乡村。

作为返乡创业的一员，开州区大进镇明洪村的
蒋开均，于2010年创办了泰旭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经营冷水鱼养殖。

培育优质冷水鱼，养殖技术是关键。在蒋开均
看来，实打实的税收优惠增加了他扎根乡村、钻研养
殖技术的动力。“公司招录了8名曾是建档立卡贫困
的人员和1名残疾人，享受就业方面的税收优惠，
2021年前三季度共减税约308万元。”蒋开均表示，
节省下来的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请专家团队到基地
指导，引进了链式养殖法，2021年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2260万元，同比增长约90％。

在返乡创业的队伍中，众多创业者因良好的纳
税信用，通过“税银互动”项目获得了资金支持，巫山
县的张淦就是受益者之一。

2017年，张淦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办了重庆
楚乡原农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线上销售
巫山特色高山腊肉、巫山脆李等农产品。2021年，
公司处于成长关键期。“凭借良好的纳税信用，我们
顺利获得了125万元贷款，扩建腊肉加工厂的项目
马上就能开工了。”张淦说。

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处长沈轶介绍，截至2021
年12月31日，通过“税银互动”项目，重庆授信企业
户数达11.43万户，授信金额约551亿元，为返乡创业
人员及涉农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税惠助力“三农”乡村振兴添力量
■胡虹 荚天宇 杨婷婷

铜梁白羊镇：

现代化咸菜加工厂投用促发展

工作人员正在串联大头菜。 通讯员 李拉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