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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优先通行证”你有吗？
最新年度纳税信用
A级纳税人名单公布

本报讯（记者 周静 通讯员 姚永刚 钟山）企业获得A级
信用级别意味着什么？相当于得到一张贷款的“优先通行证”！

日前，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向社会公布了2017年度纳税
信用A级纳税人名单。即日起，全市纳税人可以通过市国税
局门户网站、各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公告栏查询2017
年度A级纳税人信息。

市国税局纳税服务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获得A级信
用级别相当于得到一张贷款的“优先通行证”，通过纳税信用
级别、税法遵从、净资产等一条条“硬杠杠”，银行可给予企业
一定的授信额度。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国税局、地税
局与当地银监局建立了“银税互动”合作机制，并与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等2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订了“银税互动”合作
框架协议，推出了18项“税易贷”“税融通”等银税合作产品。
截至2018年2月，全市金融机构共向全市纳税守信企业成功
授信近1万笔，贷款金额92.27亿元，良好的纳税信用帮助纳税
人换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实现“以信授信”“以信养
信”的目的。

今起成品油价格又有新变化
95号汽油每升下调0.07元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邱萍）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
息，自5月1日起，降低部分行业和货物增值税税率，其中成品
油增值税税率由17％降低至16％。据此，国内成品油价格在
距上一轮调价窗口期仅隔4天之后，又有了新变化。

昨日，记者从中石化宁波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根
据调价通知，从今日零时起92号汽油调整为9355元/吨，7.04/
升，每升下调0.06元；95号汽油调整为9884元/吨，7.49元/
升，每升下调0.07元；98号汽油调整为10590元/吨，8.21元/
升，每升下调0.07元；0号车用柴油调整为7805元/吨，6.68
元/升，每升下调0.06元。

据悉，此次成品油增值税税率的调整是根据3月28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财政部4月4日印发的《关于调整增值税税
率的通知》，区别于一般正常的窗口期调价，属于政策性调整。
下一次成品油零售价调价窗口的开启时间为5月12日零时。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张鸿
倩 文/摄）“家常菜看似平淡，但它却是最
有温度、最暖心的。现代年轻人总是对各
种网红美食趋之若鹜，却忘了常回家看看，
与家人一起品尝家常菜的美好。”每周六，
江北区甬江街道湖西社区的家常菜公益课
堂准时开讲，这也是主讲人老刘常用的开
场语。如今这个公益课堂已经开办了13
期，老刘教大家学会了几十种家常菜的做
法，前来培训的居民有200多名。

戴着厨师帽，笑容满面像邻家大叔一
样的志愿者老刘，其实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老刘名叫刘狄，今年 54 岁，籍贯安
徽，十几岁就到宁波创业，从一个默默无
闻的打工仔到现在拥有两家企业一家工
厂的“刘总”，一路走来其中辛苦可想而
知。

老刘告诉记者，他以前在饭店里学过
炒菜等，如今虽然事业有成，但下厨仍然是
他平时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别人吃过他做
的菜都说好，他也乐于把这门手艺无偿传
授给大家：“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在自己年
轻的时候一心拼搏，忽略了与家人的沟通
与交流。我年纪大了，特别喜欢做菜，想着
也教教年轻人做菜，希望大家多挤点时间
回家，给老人孩子做做菜，一起坐着唠唠
嗑，中国人传统的‘家’的概念，不就是这样
吗？”

家常菜公益课堂上，老刘讲得认真，居
民们听得仔细，有的还在本子上不停地做
着记录。现场香气萦绕，气氛温馨。对于
学员们提出的问题，老刘总是悉心回答。

年轻居民小黄是一名金融工作者，每
天不是陪着客户应酬吃饭，便是忙着和朋
友聚会，父母叫他回家吃饭有时还得看他

的“档期”。在女朋友的鼓动下参加了几期
老刘家常菜后，小黄觉得自己有了拿手菜，
总是要在家里露几手，久而久之，家里有了
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周日的中午，小黄都是
家里的“大厨”，做好一桌菜后，和父母坐在
饭桌上尝尝菜肴、聊聊工作生活。“我们很
高兴，一家人可以经常坐在一起吃饭了。”
小黄的妈妈说。

“厨艺课堂不仅使年轻人学会了做菜，
更重要的是倡导了‘常回家陪陪父母’的生
活理念。在现代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不要
忘记，家才是我们最温暖的地方。”湖西社
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老刘家常菜公益课堂
喊你“常回家看看”

30多年来，每当端午节即将到来或者家中有女儿要出嫁，左
邻右舍或亲戚朋友就会想着向邓老太讨一个香包，讨一份吉利。
而老太也从来不会吝啬，都是成对成对地往外送，而且不向人要
一分一厘。

出生于1924年1月的邓老太是江苏常熟人，父亲是有名的
裁缝。

“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在街上看到有人家的嫁妆上挂了很
好看的香包。”一串串香包随着挑担人的步伐一晃一晃，让儿时的
邓老太看得入迷。“我跟着走了一路，把香包的样子记在心里，回
家以后拿家里裁缝铺剩下的边角料开始做。”邓老太说，父亲虽然
没有手把手教过她裁缝技术，但因为从小在裁缝铺耳濡目染，有
时放学回家后也会去缝个锁眼或钉粒扣子，所以做起香包来很快
就得心应手。儿时的邓老太在家一针一线缝制好漂亮的香包，到
学校就拿去分送给自己的同学。

一针一线密密缝
只送不卖传佳话
9旬老太缝制香包30载

以前，每到端午时节，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给小朋友缝制香
包挂在身上，既好看，又能驱虫醒脑。如今，随着岁月变迁，香
包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不过，在慈溪桥头镇潭河沿村周塘
路却住着一位姓邓的九旬老太，她不仅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
而且30年来每年开春都要绣上二三十个香包，在端午时节送
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

1955年，邓老太和丈夫、孩子回到
三北老家。直到60岁左右，儿女都已
成家立业，邓老太才又真正重新拿起
针线，随心所欲地缝制香包，消磨时
光。

起初邓老太都是做给自己的家里
人，后来隔壁邻舍看到老太做的香包精
致又好看，就讨了一对去。

一传十，十传百，特别是端午节前，
直接或间接向邓老太来求香包的人越
来越多。邓老太也慷慨，就干脆每年端
午前集中做，有人要就送。七八年前，
一户邻居嫁女儿，还特意向邓老太要了
几对香包，代表了父母对女儿新婚的美

好祝福。
邓老太最常做的一种香包装饰串主

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根象征吉祥如意的红丝线，最上

面串一个亲手缝制的扎着两根小辫子
的憨态可掬的小娃娃，寓意多子多孙；
中间五彩丝线包裹的立体菱形代表粽
子，以示应景端午节气；最下面又是一
个里面装有雄黄、外面缀满珠子和亮片
的香包，而这个香包形状各异，有心形、
葫芦形、红菱形等等，最底下用彩色缨络
装饰收尾。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陆超群 余孟友

重拾童年乐趣名裁缝家出巧手

大家在拍摄老刘做的菜肴。

邓老太手工缝制的香包邓老太手工缝制的香包。。记者记者 吴震宁吴震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