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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地税局今年以来按照市地税局
的要求，以“创新思路求突破，创新方法抓
落实”为着力点，紧扣工作主题，强化创新
意识，将创新作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加速器，
在税收分析、廉政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
探索，累计完成入库各项收入5.81亿元，其
中地方级收入 4.22 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的60.3%，同比增长2%。

拓宽思路，提升税收分析质效
一是创新分析岗责体系，增强税收分析

合力。为改善税收分析参与度不高的问题，
建立“全员全程”参与机制，由该局党组统一
领导，计财部门牵头负责，业务科室共同参
与，上下密切配合，形成了人人参与分析、全
过程监控税收的税收分析工作格局，进而形
成了上下联动、层层参与，逐一落实目标责
任，不断提高税收分析质量的良好格局。

二是创新税收分析机制，提升税收分析
质量。该局围绕“带着问题搞分析，搞好分
析找问题”的工作思路，积极转变分析方
式。稽查处选取当月查办的典型案件，针对
日常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出征管建议，做到
以查促管，今年以来已下发征管建议书12
份。针对重点企业和重点税源，该局开展重
点税源分析，密切监控28户重点企业和66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充分利用产量、成本、

营业收入、利润等生产经营指标，分析测算
利润率、投入产出率、税负率，及时发现异常
变动。根据某一行业或税种的税收增减，该
局开展分片或联片分析，每月根据行业特点，
结合行业指标，对各行业的税收增收贡献率、
增减因素及后期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达
到分析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的目的。

三是延伸分析视角，加强部门合作。
该局积极与财政、统计、发改委、国税、工
商、银行等部门进行沟通，实现税收分析由
税收进度、增减情况等简单对比分析，向宏
观税负、增长弹性等反映征管质量情况分
析的转变。县政府按月牵头组织地税、财
政、国税等相关委局和各乡镇共同参加财
税分析联席会议，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综合
治税的积极性。近3年来，通过综合治税，
该局共采集涉税信息1325条，涉税金额19
亿元，代征代扣税款2915万元，有力促进了
税收工作的健康发展。

四是放大分析成效，推进“四位一体”运
转。全局建立税收分析长效机制，将税源分

析同例征汇报结合在一起，实现税收分析和
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两条腿”走路。收
入增减因素的分析和重点企业税源监控的
强化，使征管中存在的问题能够得以及时发
现。上半年，该局共对72户申报异常企业
进行了纳税评估，将发现问题的企业移送稽
查处处理，形成了税源监控、税收分析、纳税
评估、税务稽查“四位一体”的良性循环。

7 月 18 日，该局的税收分析创新经验
材料被省地税局收入与规划核算处以业务
通报的形式进行刊发。

创新思路，丰富廉政文化内涵
该局在狠抓税收分析、提高税收质量的同

时，以信念和文化为支撑，建设“内化于心、外化
于形、固化于制、实化于效、幻化于果”的廉政文
化体系，引领着全局地税事业的科学发展。

——内化于心。该局改变枯燥说教的
灌输方式，推出“心灵税语，点亮廉灯”廉政
文化品牌，选取打动人心、励志向上的美
文，通过腾讯通发给每位地税人；每周通过

手机报发送1至2条廉政格言；开设网上书
架，举行读书沙龙活动，倡导书香润税理
念，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外化于形。该局以“仁义礼智信”
传统文化进行廉政文化设计，一所一个主
题，所有文化标牌文字摘录孔子、孟子、老
子、庄子的名言佳句，宣扬的是和谐、智慧、
礼仪、廉政；每个所统一配备办公用品、生
活设备、运动器材；制度成书，职责上墙，税
务公开栏、文化标牌整齐划一；每个所都有
一个“廉政小灶”，杜绝了舌尖上的腐败，密
切了同纳税人的关系，打造了一张属于栾
川地税的廉政文化名片。

——固化于制。“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
不了错，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
错。”这句话揭示了文化与制度的互补关
系。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该局抓住“建设”
二字，制定制度 12 项，修订 24 项，废止 1
项。在工作内容上，该局着力从行政管理、
领导班子建设和税收业务三个方面进行规
范，涵盖了地税工作的全部内容。在工作

步骤上，该局着力抓好制度清理、制度质
效、制度执行力三个关键环节，切实提高制
度的刚性和执行力。

——实化于效。该局积极开展创建
“群众满意基层站所”、争当“勤廉标兵”活
动，大力扶持企业发展；首创企业需求预测
机制，打造“亲民税务”服务品牌；积极主动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充分发挥廉政文化潜
在的无形力量，有力推动了税收整体工作。

——幻化于果。廉政文化的滋养，使税
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省地税局领导在
调研时，对该局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给予了
充分肯定。栾川县地税局两个税务所被评为

“省级群众满意基层站所”，全局被县纪委首
批推荐为“廉政文化建设精品单位”，荣获“创
建‘群众满意的基层站所’工作先进单位”“政
风行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上半年在全县效
能提升评比中荣获第一名好成绩。

创新无止境，探索无止境。在不断的探索
和实践中，栾川地税形成了敢为人先、勇于创新
的良好氛围，创新成了该局干事创业的不竭动
力，引领着地税事业科学发展。（邓昭旭 谢帼睿）

——栾川县地税局双管齐下实现科学发展

创新思路求突破 创新方法抓落实

据媒体报道，6月下旬，北京地铁内一名乘客包内的手机
移动电源发生自燃；7月24日，湖北省襄阳市一市民的手机移
动电源接连发生3次爆炸。

业内人士称，手机移动电源又名充电宝，由于目前暂无行
业标准，市场上产品良莠不齐，消费者购买时需谨慎挑选。

同等容量产品价差大
在七里河附近的世纪电脑城内，有不少商家售卖充电宝，

品牌、型号众多，且价差较大。
在某手机店内，一名销售人员介绍，一款1万毫安时的充电

宝，售价240元，质量有保障。在这款产品外包装上，不仅电源输
入和输出功率、使用寿命及厂家信息等齐全，而且有防伪标志。

随后，该销售人员又拿出另一款充电宝说：“这款也是1
万毫安时的，只要120元。”当记者询问两款产品为何价差如
此之大时，这名销售人员称，价格较低的是小厂生产的，成本
低一些，但不影响使用。记者发现，在这款充电宝外包装上只
有厂家地址，而全国联保的联系电话号码竟是一个手机号码。

缺乏行业标准
“移动电源又称充电宝，目前市场较混乱，产品良莠不

齐。”从事手机售后维修的方辉说，各类大屏幕智能手机流
行后，不少消费者抱怨手机电池“不给力”，于是充电宝应运
而生。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战在所难免。“小厂生产的2万
毫安时的充电宝，甚至比知名品牌5000毫安时的还便宜很
多。”方辉说。

“小厂生产的充电宝存在安全隐患。”方辉称，售价低廉的
充电宝的电芯多采用废旧电池的电芯，有的甚至没有保护芯
片，遇到过压、过载等情况，轻则“罢工”，重则自燃、爆炸。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充电宝市场上之所以鱼龙混杂，主要
是因为缺乏行业标准。不过，目前已有一些知名厂家在推动
移动电源国标制定，预计不久的将来，相关行业标准就会出台。

选购充电宝您要瞅准了
如何购买质量有保障的充电宝？对此，方辉表示，网购时

要先查看店铺的销量情况及客户评价，对一些宣称超大容量
且售价低得离谱的产品，要敬而远之；在实体店购买充电宝时
应仔细查看产品外观，出自大厂的产品做工精细、用料考究，
通常5000毫安时的充电宝体积小于手机，1万毫安时的体积
可能会大于手机。

目前，知名度较高的充电宝有飞毛腿、品胜、羽博、电小二
等品牌。这些品牌的产品做工、用料考究，安全性更有保障。
不过，越是市场认知度高的产品，出现假货的概率也越大，消
费者购买时，最好通过二维码、电话以及品牌官网查询真
伪。 本报记者 王蕾

业内人士：
尚缺行业标准，消费者选购需谨慎

充电宝爆炸事件
曝出市场乱象

洛阳农科院专家介绍，油葵耐旱薄地能力强，可于每
年麦收后，在旱地及贫瘠土地上代替玉米进行种植。与玉
米种植相比，油葵的适播期长，管理粗放，经济收益较高。

但受传统种植观念影响，目前我市种植油葵的农户
不多，种植总面积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市油葵的
规模化发展，也影响了油葵经济价值及旅游价值的开发。

业内人士建议，相关部门可加大油葵推广种植的宣
传力度，同时在政策、补贴上予以倾斜，鼓励农民种植油
葵，扩大油葵种植规模。

目前，我市对油葵籽的深加工产业开发有限，可在油
葵籽深加工方面进行探索，如开办葵花籽油加工企业，开
发出本地葵花籽系列产品，拉长油葵产业链条。而我市
油葵籽的销售仍处于自产自销状态，因此可开拓油葵籽
销售渠道，打造本地油葵籽品牌，提高知名度。

此外，我市还可借力农业观光旅游，实现油葵经济价
值及旅游价值的“双丰收”。可通过错期种植，拉长花期，
实现葵花从夏“开”到秋；也可通过差异化经营，如在油葵
种植区内增添葵花籽油现榨现卖、游客体验榨油过程等
项目，在提升旅游价值的同时，促进油葵籽的销售。

本报记者 赵佳 通讯员 马克义 文/图

今年，洛阳农林科学院首次将油葵新品种推
广种植与旅游相结合

近日，不少地方盛开的葵花吸引游
客纷至沓来。今年，洛阳农林科学院成
功试验出油葵新品种S31，并首次推广
种植。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推广伊
始，该院就将油葵的经济价值与旅游观
光相结合，在实现油葵原本经济功能的
同时，挖掘其旅游观光价值。

日前，记者在栾川县庙子镇黄石砭村的油葵庄
园看到，400 余亩油葵几乎株株“昂首挺胸”；已进
入灌浆期的油葵长出丰硕果实，“害羞”地垂下了
头。

“这些油葵7月中旬处于初花期，下旬进入盛花
期。花期结束后，再过15天左右，这些油葵就能收
割榨油了。”油葵庄园负责人张海航说。

洛阳农林科学院向日葵课题主持人张向召说，

这些油葵的品种是S31——该院刚试验出的最新品
种，今年首次试种推广。

“与其他油葵品种相比，S31具有出油率高、抗
倒抗病性强、耐旱、耐瘠薄土壤、产量高等优点。”张
向召说，从2005年开始，洛阳农科院每年从澳大利
亚、新疆等地引进10多个油葵品种，反复试验及试
点种植。最终，S31 从 80 多个油葵品种中脱颖而
出，被确定为推广种植新品种。

“以前种油葵主要目的在于榨油，实现油葵的经
济价值。今年油葵推广种植同时瞄准其旅游价值，
以种植庄园的形式，实现油葵经济价值与旅游价值
的结合。”张向召说。

引进油葵种植，一方面可将其作为优良的旱地
补充作物，实现旱地及贫瘠土地的高效利用；另一方
面，也可压榨葵花籽油，抓住新品粮油市场商机，取
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因此，2005年至2012年，洛阳
农科院将补充旱地作物、实现榨油经济价值作为研
究、试点种植的初衷。

“出乎意料的是，近两年，油葵的旅游观赏价值
喧宾夺主，势头超过其经济价值。”张向召说。

在栾川县通往重渡沟景区的山路上，曾经的油葵
试点种植区域，成了游客下车观光合影的地方，一些种
植户还在葵花丛中硬化出小路，方便游客赏花。

刚建成的栾川县庙子镇黄石砭村的 400 亩油
葵庄园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花。张海航说，油
葵果实成熟时，每亩油葵地的油葵籽产量约为175
公斤，以每公斤 5.6 元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油葵
籽的收入近千元。

洛阳农科院工作人员考察栾川县油葵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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