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神州速览 2022年4月7日 星期四
责编：汪文正 邮箱：hwbjjb@163.com

有娃一族，个
税专项附加扣除可
以填报起来了！日
前，国务院印发《关
于设立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的通
知》，将 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费用纳入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3 月 29 日，
国家税务总局开发
的个人所得税 APP
正式上线婴幼儿照
护费用专项附加扣
除，家里有3岁以下
婴幼儿且缴纳个税
的监护人，填报子女
等相关信息后，4 月
份发工资时就可以
一次性享受扣除额
度，当月将少缴甚
至不缴个税，减轻
家庭养育负担。

扣除额度有多
高？《通知》 明确，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
起，纳税人照护3岁
以下婴幼儿子女的
相关支出，在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前
按照每个婴幼儿每
月 1000 元的标准定
额扣除。父母可以
选择由其中一方按
扣除标准的 100%扣
除，也可以选择由双
方分别按扣除标准
的 50%扣除，具体扣
除方式在一个纳税
年度内不能变更。

记者了解到，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专项附加扣除与其
他6项专项附加扣除
一样，实行“申报即
可享受、资料留存备
查 ”的 服 务 管 理 模
式。符合条件的纳税
人不需要报送相关
资料就能享受政策：
既可在平时发放工
资扣缴个税时填报
扣除，也可在明年 3
月1日至6月30日个
税汇算期间，一并填
报扣除；既可自行登
录手机个税 APP 填
报，也可将有关信息转交给任职单位代为填报。纳
税人重点要填报相关子女的身份信息，可选择身份
证、出生医学证明或护照等个人证件进行填报。

一些纳税人有疑问，新政策从1月1日起实施，
那么今年前几个月的扣除如何享受？税务总局所得
税司有关负责人解释说，纳税人可以在以后月份发
放工资时一次性补充扣除。比如，纳税人4月份将婴
幼儿信息提供给任职单位，单位即可为纳税人一次
性申报享受前4个月的专项附加扣除；若纳税人5
月份将婴幼儿信息提供给任职单位，单位可为纳税
人一次性申报享受前5个月的专项附加扣除。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
长李旭红表示，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
税专项附加扣除，是一项惠及千家万户的实实在在
的福利。作为优化生育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之一，
增加婴幼儿照护费用的税前扣除，有利于减轻纳税
人抚养子女负担，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生育养育
的鼓励和照顾，有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此前，中国纳税人已经可以享受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及大病医疗6项专项附加扣除。“从孩子出生到3
岁的照护费用，然后到子女3岁之后接受教育的子
女教育经费支出；个人有继续教育支出，成立家
庭后有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或住房租金专项，还有
大病医疗专项可以扣；父母方面，有赡养老人支
出专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已形成全生命周
期的全覆盖。”李旭红说。

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为了让纳税人尽
快享受减税红利，税务部门第一时间修订了专项
附加扣除管理办法和申报表，升级了个税APP等
专扣申报系统，发布了政策问答、办税问答和手
机个税APP办税指引，开通了12366热线，及时回
应纳税人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面做好便利申
报和纳税服务准备工作。

本报北京电（记者徐佩玉） 4月1日，国家“十四
五”规划重点工程、山东海阳核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国家电投“暖核一号”超额完成首个供暖季任
务，持续安全稳定供热143天，供热面积近500万平方
米，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系统运行良好，减碳效
益显著，空气质量和海洋生态得到有效改善，惠及海
阳城区20万居民。

“暖核一号”供热项目从核电机组抽取高压缸排汽
作为热源，在物理隔绝的情况下，进行多次热量交
换，最终通过市政供热管网将热量送到用户家中。自
去年11月投运以来，该项目首个供暖季累计对外提供
清洁热量200万吉焦，同比核能供热前，节约原煤消耗
1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3万吨、氮氧化物2021吨、二
氧化硫2138吨、烟尘1243吨，提升了区域供暖季空气

质量，同时减少向环境排放热量150万吉焦，有效改善
了周边海洋生态环境，为中国核电基地海洋生态环境
建设提供了新示范。

目前，山东海阳核能综合利用示范——三期900MW
核能供热工程，作为国内最大的单台机组抽汽供热项
目，正紧锣密鼓推进，计划于年内开工，明年供暖季
前建成，并同步开展与储热、新能源结合，解决新能
源消纳和跨区域清洁供暖。项目建成后可满足100万居
民的取暖需求，还可开展核能工业供汽，减碳及减排
效果是二期项目的5倍。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方面表示，在后续核能综合利
用示范项目的探索实践中，将继续研究更经济、更环
保、更高效的“核能+新能源+储能”方案，助力碳达
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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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安全稳定供热143天，减碳效益显著——

“暖核一号”超额完成首个供暖季任务

冠军转型当教师

——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做
好技能传承

在历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得金牌的选手
中，宋彪有些“不一样”。2017年，年仅19
岁的他夺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机械
装调项目冠军，且被授予阿尔伯特·维达大
奖。该奖在全球享盛名已久，被称为“技
能界诺贝尔”，设立 20 多年来，这是中国
人第一次获此大奖。

要想在世赛上获得这一奖项，到底有
多难？宋彪告诉记者，回头看，当时的困
难确实不少：赛前因紧张导致肠胃痉挛去
了一趟医院、比赛时环境陌生、语言交流不
畅、比赛最后一天因裁判失误导致比赛结束
时间比其他选手晚了半个小时……但宋彪
最终凭借娴熟的技术和平时刻苦训练的积
累，圆满完成比赛任务，夺得了金牌。

“领完金牌后，我以为颁奖仪式就结束
了，在观众席忙着跟家人朋友分享这一好
消息，连主席台叫到我的名字都没听见。”
宋彪说，“后来才知道，原来还有阿尔伯
特·维达大奖，这个奖是颁给全场综合得分
最高的选手的，而我们团队在参赛前连拿
金牌都不敢想，更别说这个大奖了，可以
说是意外之喜。”

获奖后，宋彪于 2019 年 8 月从江苏省
常州技师学院毕业，选择留校成为智能装
备学院的一名教师。宋彪说：“我对自己的
工作很满意。我很热爱这份职业，作为一
名教书育人的老师，能将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倾囊相授，让我的学生们在各个行业有
所收获，成为智能装备领域的能工巧匠，
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近
日推出的《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职业发展
情况调查研究》（以下简称《调查研究》）显
示，世赛选手获奖后留校或在工作单位任教
的比例占73%，表明这些相对稀缺的高技能
人才得到所在地的高度重视，他们留校任
教对技能的传承与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与宋彪相似，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汽
车喷漆项目冠军杨金龙赛后也选择留校任
教。如今，杨金龙是杭州技师学院优秀教
师之一，也是浙江省首名特级技师，先后
荣获“全国汽修工楷模”“浙江省杰出创新
人才奖”“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
誉称号。

作为汽车喷漆领域的世界顶级高手，很
多公司高薪挖他“跳槽”，但杨金龙不为所

动，坚守教学第一线。“我们这个行业，一
部分院校和一些高端企业技能水平非常不
错，但是普通院校以及中低档企业在这方
面还很薄弱。”杨金龙说，“我希望培养更
多人才，提升整个行业的规范性、工艺标
准等，促进行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这次我成了教练”

——期待选手们在第46届世
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拿金牌，哪些因素最重要？
“在比赛中，技术水平无疑很重要，但

是心理素质、应变能力也同样重要。”胡萍回
忆，当年作为选手训练的时候，教练们会
对她进行“挖坑式”训练，比如调换一些不
好用的机器设备，或者给她不那么称心的
材料等，但同样要求她高质量完成。“刚开
始参加国内选拔赛的时候，我对于一些媒
体镜头的拍摄比较反感。发现这一点，教
练会专门安排摄影师对我进行近距离拍
摄，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比赛时更能做
到专心致志，不被外界干扰。”胡萍说。

通过一次次苦练和心理素质等培养，胡
萍最终夺得了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
术项目冠军。“世赛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
提升技能的专业比赛，在参与世赛的过程
中，我的综合素质也提升了。”胡萍说，“参赛
前，我还只是一个懵懂茫然的普通学生，现
在我已逐渐成为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调查研究显示，由于绝大多数世赛选
手从事与参赛项目相关职业的工作，且在
参赛中进一步提高了实操能力、自我管理
能力、主动性和责任心等素质，为其职业
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胡萍参赛时18岁，还是北京市工贸技
师学院服装系学生，而现在，她已经成为

中国队参加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
项目的教练。“眼下最主要的是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将自己参与世赛的经历和学到
的技术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的选手。”
胡萍认为，自己由选手成为教练，身份的
转变意义重大，不仅意味着世赛优良传统
的继承，也是技能的传承。“看着一个又一
个年轻人奔赴赛场，感觉自己和他们一样，
永远年轻、永远奋斗。期待我的选手们在这
届比赛能够取得佳绩。”

记者了解到，过去 5 届世赛的获奖选
手中，有不少人成为今年世赛的教练。上
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金牌获得者赵脯
菠在去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我
现在是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的助
理教练，希望把自己所学到的技术传授给
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也能够实现自己的
技能梦想。”

有关专家指出，世赛选手按照世赛标准
要求在职业情境下完成综合性企业真实工
作任务，尤其是其参与世赛经历的独特性和
稀缺性而所获得的能力素养提升，对于指导
青年技能人才参赛、提高其竞技水平，有效
性更高，也发挥了技能引领示范作用。

岗位上发光发热

——“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
技之长，这是我工作的意义”

不同于大部分参赛选手留校任教或成
为教练，“95 后”小伙邹彬在获得第 43 届
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优胜奖后，一直工
作在一线，成为行业顶尖的技能人才。如
今，他已经从当年的一名农民工成长为中
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总监。

“世赛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邹彬说，“之前，我从来没想过

可以凭借这门手艺参加世界性的比赛，能
够走出国门、为国争光。”

“我们家算是砌筑世家，我父亲、叔
叔、舅舅都在中建五局的工程项目上从事
相关工作。”邹彬告诉记者，父辈从事这个
行业 20 多年，从未参加过任何比赛或培
训，自己参赛也是因为被单位选中推荐而
偶然获得的契机。

“偶然”背后是邹彬多年艰苦努力“砌
成”的必然。让教练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参
赛时，邹彬把墙面当作艺术品来创作，沉
下心来精雕细琢。一项计分点多达七八十
项的砌筑任务，邹彬拿到 90 分还不满足，
硬要重新来过，拿到 95 分才罢休。“这个
分数，连拥有超强大脑的工业机器人也拿
不到。可以说，他已经具备了用砖头‘绣
花’的能力。”教练说。

调查研究表明，世赛效应提高了选手
社会地位，国家表彰提高了选手经济待遇
等，世赛助力参赛选手获得较多的职业发
展机会。具体来看，参加过世赛并获奖的
选手之后取得技能等级晋升的占29.8%，推
荐就业占20.1%，推优评先占17.4%，职称
晋升占10.6%。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目前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 2 亿人，高技
能人才总量已超过5000万人，但人力资源
市场上技能人才仍供不应求，而举办各类
技能比赛，正是鼓励青年人学技术的重要
方式。特别是中国连续在世赛上取得好成
绩，更是增强了技能人才的职业荣誉感和
自信心。

邹彬表示，未来将紧跟建筑行业发展
趋势，做好质量管控监督工作，在自己的
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正如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
技之长、让三百六十行行行人才辈出。我
觉得，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邹彬说。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

“技能竞赛项目”包括运输与
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
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
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类
别数十种职业技能。

谁能参赛——

年轻人担当主角，绝大多数参
赛选手年龄在大赛当年不得超过22
周岁。信息网络布线、机电一体化、
制造团队挑战赛和飞机维修4个项
目参赛选手年龄不得超过25周岁。

奖项怎么设置——

正式项目中排名前三的选手原
则上分别获得金、银、铜牌，可并
列获奖。

“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用于奖
励每届大赛中获得所有参赛项目最
高分的选手。

中国历次获奖情况——

中国已参加5届大赛，累计获
得 36 枚金牌、29 枚银牌、20 枚铜
牌和 58 个优胜奖。在 2017 年第 44
届阿布扎比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
选手获得“阿尔伯特·维达大奖”。

再有不到200天，第46届
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
最广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
技能大赛被称作“世界技能
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
了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的世
界先进水平。

中国于2010年正式加入
世界技能组织，已连续参加5
届世赛，累计获得 36 枚金
牌、29 枚银牌、20 枚铜牌，
参赛项目和参赛规模不断扩
大，今年中国上海将首次举办
世界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给获奖选手
带来了什么？他们对于学技
术、钻研技能有哪些看法？对
于即将举行的第46届世界技
能大赛，他们有哪些期待？

中国已累计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36枚——

夺冠后，这些技能人才挑大梁
本报记者 孔德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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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图①：近几个月来，各地技能人才积极备战今年10月在上

海举行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图为在湖南省衡阳技师学院光
电技术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参赛选手进行操作比赛，以选拔出该
项目的5名中国队集训选手。 曹正平摄（人民视觉）

图②：各类职业院校是培养技能人才的重要平台。图为
2022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期间，在位于江苏食品药品职
业技术学院的比赛现场，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项目的参
赛选手们正激烈比拼。 赵启瑞摄（人民视觉）

①①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②②②

日前，山东青岛
森林野生动物世界内
的连翘、杏花、樱桃
花、二月兰等竞相盛
开，人们在园内畅游，
享受美好春光。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赏花享春光赏花享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