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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系列报道二

1992年开始启动的税收宣传月活动，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如
今也来到“而立之年”。三十年里，税宣月活动成为税务部门集中普及税法
知识、展示改革成效的重要载体。今年，以“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
新局”为主题的税宣月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海
曙区税务局联合海曙区企业举办“开放日”活动，为市民打开一扇了解优质
企业的窗口，共同感受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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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惠春风助力研发
“最近刚听说制造业研发加计扣除比例要提高了，就收到来自税务

人员的辅导推送，还将我们企业适用的新政策整理罗列好，阅读起来直
观许多。”“企业开放日”活动中，华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叶莲芳举
起手机给记者看“甬税钉”税企聊天界面，屏幕上是一条条详细答疑、政
策推送。

“开放日”活动中，海曙税务人员为来企业参观的市民讲解税务知识。 记者 周子豪 摄

华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分子
复合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制造、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获专利授权150多项，与美国GE、德国西门子、韩国LG
等世界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企业成立
以来一直将研发作为立身之本，2020年获得国家工信
部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省隐形冠军等殊
荣。众多研发专利诞生，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背后，
离不开税费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的双重支持。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华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面临人员短缺、资金链紧张等困难，其研发项目跟进大
受影响。“专项人才引进、研发材料投入、设备更新……一
系列项目的推进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正在企业一筹莫

展之际，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海曙区税务局通过线上直
播、视频辅导等方式主动了解企业情况，利用非接触式方
式解决各项涉税需求，及时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

“2020年我们享受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减免
企业所得税532万元，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减免企业所得
税114.75万元，还有社保费减免231万元，办理出口退
税5.7万元。这些实实在在的税费优惠为资金流动注入
活水，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的信心和决
心，近期我们公司就在大力研究开发高绝缘强阻燃耐腐
蚀地铁电缆支架等产品。”叶莲芳感慨的同时又算了一
笔新账，“今年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
高到100%，按照2020年的研发投入来预估，我们企业

可以多减免38.25万元，何况今年的研发投入肯定还要
增多。税惠红包越来越大，国家这是在鼓励我们民企，
通过研发提升核心竞争力这条道路没有走错。”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2022
年将实现依法运用大数据精准推动优惠政策信息，促进
市场主体充分享受政策红利。目前，海曙区税务局通过
税收大数据摸底辖区内符合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有针
对性地为企量身定制税费优惠政策可享清单，通过“甬
税钉”线上政策推送，业务骨干服务团队线下跟踪服务，
保证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让税费优惠的“真金白
银”转为企业研发的“动力燃料”，助推更多企业进入“研
发—优惠—再研发”的良性循环。 通讯员 董帆 杨琦

发言直指问题，辛辣！
有关节能减排的一连串数字，出现

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董学东
的发言中。宁波的高碳结构偏重、碳排
放量大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给我市大
气污染防治和碳达峰工作带来巨大挑
战。他建议，要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开展
碳排放评价试点，严把建设项目准入关。

“直观感受上，水变清了，臭味异
味少了。但宁波的水环境质量总体还
处于较低水平，城区河网水质还不够
理想，极易受气候和周边环境影响而
出现反复。”诸国平是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城建环资工委主任，对于河网水环
境的治理，他建议加强水环境治理顶
层设计，提高污水收集和处理率，努力
削减面源污染，强化执法。

“报告提出2021年要推广宁波
‘环境地图’，推动执法监管向科技型、
智能型转变，建议在年度工作计划中
进一步明确具体目标、任务和措施。”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工委副主任肖
子策说，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环境治理
相关问题的及时发现、快速处置水平
不高，与监测和预警机制不完善有着
直接关系。

“有关部门对土壤污染的重视程度

还不够高，群众对土壤污染的一些投诉
未得到及时回应处理。”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赵永清指出，蓝天、碧水、净土治理
一个不能少，宁波应加快出台土壤污染
防治的立法，加大执法惩处力度。

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朱
升海代表一直关注垃圾分类处理，实地
走访了城区内不少垃圾分类站点。他注
意到，尽管硬件先进的智能垃圾桶使用
了人脸识别功能，但却常因机器故障、
维护不及时而导致实际使用率较低，他
呼吁维修必须得跟上。“隐私保护也是
老百姓关注高的话题，建议尽快出台相
关规范，解决隐私保护问题。”

市人大代表王兆伟是宁波引进
的一名海归人才，从事海洋生物工
作。他打了个比方，把一斤盐撒到1吨
水里溶解很容易，但是要把这一斤盐
从水里再拿出来却要花100元钱。“陆
地上建污水处理系统消减入海淡水
中氮磷浓度的方式，成本巨大。”他建
议，让氮磷放海治理，主动建立对人
类有益的大型藻类海上培育基地，不
仅变废为宝，还可大量节省陆地上污
水处理的成本。

回应落实计划，实在！
副市长陈炳荣和来自市发改委、

市生态环境局等11个部门负责同志
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边听取发言，一
边在本子上不停地记录。

“感谢市人大常委会对市政府环
境保护工作的关注和监督。刚才6位发
言提出的建议都很有针对性，这些也
是我们工作中的难点要点。”陈炳荣当
场作了回应，并表态道，会后将认真组
织相关工作部门进行专题研究，能立
时实施的建议就立即办理；具有前瞻
性的建议，纳入相关规划中予以研究
落实。

在随后的对2020年度市政府环
境报告满意度测评和全市环境质量成
效评价环节，会议首次启用了通过电
子阅文设备进行无记名满意度测评功
能。记者看到，投票代表只需要打开桌
上一个形似iPad大小的电子阅览器，
使用本人信息登录APP，点击进入“审
议评测”，即可进行各项表决。

数字化改革有力地提升了人大
常委会会议的表决效率。代表们每投
下一票，会场两块电子屏实时更新着
投票数据。经测评，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对2020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
目标完成情况、市政府研究处理市人
大常委会2019年审议意见的情况总
体评价为“满意”。 记者 滕华

意见建议，当面说！
回应表态，当场给！
市人大常委会首次组织联组会议
审议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

6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轮番发言，聚焦生态环境保护；副市长携11个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会聆
听，当场诚恳表态。这样的场景，出现在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召开的联组会议现场。

生态环境保护历来是民生热点，也是市人大常委会监督的焦点。在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基础上，联组会
议采用了专题审议的全新形式，对市政府2020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进行审议，并开展环
境报告满意度测评和全市环境质量成效评价。据悉，这在宁波尚属首次。

本报讯（记者 房伟）“本市各级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
他组织和个人，应当支持和配合检察
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昨日上
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表决通过《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的决定》。《决定》自2021年5月1
日起施行。

《决定》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
围、办案程序、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
制度机制建设等作了具体规定。

就案件范围，《决定》规定检察机
关应当依法加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雄烈士保护以
及法律规定的其他领域的公益诉讼工
作。检察机关还应当遵循积极稳妥、
程序规范的原则，依法探索公共安全、
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特殊群体权
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历史文化古
迹和文物保护、海运航道保护、港口安
全管理等领域的公益诉讼工作。

就办案程序，《决定》分别对行
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民事诉
前赔偿作了具体规定。例如，检察
机关应当通过磋商、公开听证、诉前
检察建议等方式，支持和监督行政
机关依法履职、自我纠错，确保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及时有效
维护。

《决定》还规定了检察机关调查核
实的七项职权和妨碍检察机关开展调
查核实的处置办法。检察机关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提供
涉案证据材料，也可以自行调查核
实。调查核实时，检察机关可以请行
政机关依法办理必要的证据保全措
施，行政机关应当予以协助。

市人大常委会
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