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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上午，孟津县小浪底镇李家岭村群众翘首以盼的新年“礼
物”如约而至——该村集体经济项目石磨面粉加工厂正式投产。

投产仪式很简单，没有横幅、没有话筒，在干净明亮的车间
内，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似乎要驱散从门缝吹入
的寒气。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建庄清了清嗓子，向大家简单介绍了项
目情况，然后将启动机器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了两位“特邀嘉宾”：
一位是去年的脱贫户马万，一位是贫困户李大庄。

只见，二人按下启动键，车间内立即机器轰鸣，开始了生产。
与此同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石磨面粉加工厂项目是李家岭村去年在市委政法委的帮助
下，争取到的省级集体经济试点项目。该项目年产值可达60万
元，利润将全部用于村民分红。

为何请马万和李大庄来启动？
“我们村有7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244人。去年，全村脱贫

16户64人，马万是脱贫户的典型。李大庄虽还没脱贫，但劲头很
足，今年脱贫不成问题！”李建庄说，邀请他们两个启动项目，是希
望村里的贫困户以他们为榜样，早日脱贫致富。

“去年，通过打零工、入股养殖扶贫项目分红、光伏发电分红
等，一共收入1.8万多元。今年，我种的8亩油料牡丹将进入收获
季，收入应该也不错！”马万自信地说。

马万话音未落，李大庄开了口。去年春天，他开始养羊，在帮
扶单位的帮助下，已由最初的10多只发展到了目前的70多只，
原有的羊圈已不能满足养羊需要。

“党给了这么多好政策，好日子就在眼前，咋能不好好捯
饬！”李大庄表示，一定争取早日脱贫，今后还要用小羊羔帮助别
的贫困户一起致富。

“我已经买好了砖、沙，准备翻修羊圈……”投产仪式一结
束，李大庄便急忙赶往自家羊圈……

本报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张要铎

投产仪式上的“特邀嘉宾”

最近，我市首次以专项规划形式绘就牡丹产业发展蓝图，
提出按照倒逼旅游业向全域旅游转变、倒逼牡丹产业向综合配
套延伸转变、倒逼游园景点经营模式转变的要求，不断推进牡
丹产业转型。在对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倒逼”二字如此鲜
明突出，个中深意耐人寻味。

犹记去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我市推出“旅游年票不受限”等
四项惠民举措，后经进一步巩固、拓展、深化，于去年河洛文化
旅游节期间升级为“部分景区免费游，其余景区全半价”的“惠
民大礼包”，令人拍手称快。市委书记李亚强调，这些惠民措施

“不单是为了惠民，也是要通过观念转变，倒逼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这一“倒逼”，短短一个月，逼出了牡丹文化节单日旅游
接待量的“创纪录”，逼出了洛阳旅游年票的“25万+”，逼出了洛
阳旅游综合效益的“上台阶”。

“倒逼”，是一种抓工作、解难题、促发展的有效机制。敢倒逼、
愿倒逼、善倒逼，折射出求变、求新、求进的精气神，蕴含着锐意改
革的那么“一股子气呀、劲呀”。正是有了这股子气，40年前的一个
冬夜，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下“大包干”的“生死契约”，18
个鲜红的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最为壮观的一页；正是凭着这
股子劲，36年前的那个春天，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洛阳发
展百废待兴，在大势所趋、人民所盼、发展所需的倒逼中，牡丹花
会（后改为“牡丹文化节”）登上洛阳历史的舞台。

改革总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的。历经30多年的发展，洛阳旅游产业、牡丹产业站上了新的台
阶，但若以新时代的视角加以审视，也并非高枕无忧。多年来，洛
阳旅游一直患有“门票依赖症”，产业层次长期停留在“赏花游”

“观光游”上，文创、演艺、休闲等二次消费的“蛋糕”一直做不大，
导致“守着聚宝盆却只赚个门票钱”。与此同时，牡丹产业也遭遇
发展瓶颈，其质量、层次、内涵、外延与时代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与其在舒适区里裹足不前，在既有利益格局中来回打转，
在不温不火中重复自己，不如激发“倒逼”这股子劲，用“逆水行
舟用力撑”赢取“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有打开思想观念的闸门，
击碎利益纠缠的藩篱，快动不盲动，真动不佯动，真正从供给侧
创新发展思路，开发旅游新产品，丰富牡丹新业态，主动推进旅
游产业从门票经济向全域旅游转变、牡丹产业从单一观赏型向
全产业链转变、牡丹观赏园模式创新和服务提升，我们才能走
向一片产业发展的新天地。

用好“倒逼”这股子劲
魏春兴

让嵩县田湖镇芦屯村贫困户李红
保没想到的是，就在前阵子，他和妻子
成了企业“双职工”。

切片加工、炮制中药材……2016
年10月，李红保应聘到该村结对帮扶
企业——民生药业集团创办的民生人
工智能大健康产业城工作，如今已成了
熟练工，每月收入2000多元；最近，他
的妻子时凤琴也应聘到该产业城，负
责园区清洁，每月收入1500元。

“过去，靠家里两亩多地，日子难
着哩。现在，光俺俩的工资，就够娃们
上学了！”言语间，李红保满是喜悦。

比起李红保的喜悦，万占国却觉

得有些“后悔”。
后悔啥？“胆子不够大，没多种几

亩丹参！”今年60岁的万占国是嵩县
田湖镇于岭村贫困户。去年春天，在村
干部劝说下，他试种了三亩中药材丹
参。这一试，让老万尝到了甜头。

“今年年底，这三亩的两年生丹参
咋说也能赚个一万多。”老万掰着指头
算起了账。原来，丹参苗由企业免费提
供，专家提供免费技术指导，成熟后企
业按保护价收购。“种丹参比种小麦省
钱、省事还省心，真后悔没多种几亩！”
老万说。

“脱贫？没问题，俺对种药材有信

心！”站在自己的丹参地里，万占国眼
里透着希望。

行走在于岭村的田间地头，地里
连片种着丹参、何首乌等中药材。
2016年，民生药业集团与该村签订合
同，免费提供中药材种苗、技术指导，
并承诺按保护价收购。

目前，于岭村已种植丹参 1145
亩、何首乌500多亩。“两年生丹参每
亩能卖到 6000 块钱，收益是种小麦
的三倍。”于岭村党支部书记杨永智
说，如今，该村许多村民种上了中药
材，一些还成了“种药大户”。

种上“产业药”的，该县不止于岭村。

饭坡镇 5000 亩皂角种植基地、
车村镇 5000 亩连翘种植基地、何村
乡3300亩柴胡种植基地……民生药
业集团董事长徐海照介绍，通过产业
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等方式，该
企业将中药材产业化基地建设与“百
企帮百村”精准扶贫活动相结合，目前
已在嵩县规划建设了 10 个中药材种
植示范基地，涉及该县4个乡镇26个
村，累计种植药材 12 万亩，有效带动
了4689户群众。

未来，越来越多的中药材基地，将
孕育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新希望。

本报记者 李梦龙 通讯员 张凯

一味“产业药”治贫疗效好

近日，在伊川县高山镇谷瑶村
扶贫攻坚产业园里，村民们在紧张
地忙碌着。

村民们说，能实现家门口就业，缘
于谷瑶村攀上了“好亲戚”。村民们口
中的“好亲戚”，是伊川县城关街道办
事处南府店社区。为响应当地政府“强
村带弱村”号召，该社区主动与谷瑶村
结成扶贫帮扶对子，先后投入资金
180 万元，建成占地13 亩的扶贫攻坚
产业园，带动周边贫困群众就近就业。

记者 常世峰 通讯员 葛高远 董
俊峰 摄

互助帮扶摘“贫帽”

个税增收，折射收入增长

一是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要部分，如工资薪
金所得等，采用的是累进税率，随着个人收入水平
的提高，相应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加速度会更快；

二是从我市目前的情况看，应缴纳个人所得
税的农村居民极少，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是城
镇居民的收入，随着我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
居民人口增加也会促使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速高于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劳务报酬指的是个人独立从事非雇佣的各种劳
务所取得的报酬。在我市，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征
收的主要对象是保险行业的销售佣金。从增长数据
可以看出，去年我市的保险行业正积极发展。

我市个人所得税收入完成18.5亿元
2017年

同比增长23%

我市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2835元

同比增长9.7%

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速高于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

目前

我国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3500元
去年，我市通过居民工资薪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达

12亿元，同比增长17.8%
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是中高收入

人群，该项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市个人所得税总收
入的2/3

中高收入的工薪阶层是我市个人所
得税缴纳的主力军

说
明

同时，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长，也说明我市中
高收入人群的数量、收入水平在去年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去年

我市劳务报酬
个人所得税收入为 同比增长55.9%

1.3亿元

除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外

非劳动所得收入 正逐渐成为我市个人所得
税收入新的增长点

去年，我市通过股息、利息、红利所得征收个

人所得税完成2.4亿元，同比增长39%

我市部分大企业、上市公司效益
有所改善

说
明

去年
我市通过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

所得税完成1.4亿元

通过房屋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约
9000万元，同比增加51.3%。这说明，在
去年或去年中的某段时间，我市的二手房
交易市场较为
活跃。

本 报 记 者
郭 秩 铭 通 讯
员 王朝

其中

制图 腾奔

同比增长43.3%

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个人所得税收入变动
的直接因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
度上折射出我市中高收入群体增加、城镇化进程
加快、企业效益改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