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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上午，第七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
场活动在河南兰考开启。在全国各地，“丰收民
歌”相继唱响。微风拂过广袤无垠的田野，稻浪
轻摆，瓜果飘香，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味道。

大地欢歌喜丰收

农民登台唱响丰收赞歌，乡村工匠展现精湛
技艺，智慧农机“大展拳脚”，民俗非遗表演精彩
纷呈……在河南兰考，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
主场活动上，来自全国多地的农民代表、“三农”
工作者和干部群众共享丰收喜悦。

今年丰收节以“学用‘千万工程’ 礼赞丰收
中国”为主题，发布了多项惠农助农政策措施，
并举办“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行动、乡村特色
美食品鉴推广、农民丰收故事会、村歌大赛、乡
村电影周等活动。

在兰考县仪封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红薯正
茁壮成长。“我们这里是沙土地，种出来的蜜薯很
甜。”种植大户张聚群边说边点开手机，土壤墒
情、苗情、虫情、气象等信息一目了然。

“田间的气象装置和监测设备等收集到的数
据，会传输到县里的智慧农业服务中心，经过大
数据分析和专家评估，把实用信息发送给农户参
考。”兰考县智慧农业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

经过各地共同努力，今年我国夏粮获得了丰
收，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棉油糖、肉蛋奶、水产
品、果菜茶等供给充裕。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
过 63%，累计建成 10 亿多亩高标准农田，农业防
灾抗灾能力显著提升。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除双季晚稻外，大部
分秋粮作物进入成熟收获期。玉米、大豆、中晚稻等
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偏好，全国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产业兴旺促增收

在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现场，多个展销摊位
人气很旺。鸡蛋刀削面、信阳毛尖、各种瓜果……天
南海北的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大家品尝、购买。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广大农民朋友盼望着丰
收、增收。

近日，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
动正式启动。活动组织电商平台等经营主体围绕
国产大豆及豆制品、牛奶及乳制品、牛肉等开展
了助农直播、发布了系列惠农举措。一批品牌农
产品登陆电商平台展销促销。今年金秋消费季活
动将一直持续到 11月底。

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上党村，漫山
遍野的锥栗树硕果累累。为了扩大销路，连日来，
村里的党员干部帮助村民联系客户。“我种了 20 亩
锥栗，今年预计收入能达到 5 万元。”种植大户王
万明高兴地对记者说。

智能化食用菌基地里，朵朵银耳散发阵阵清
香；智慧茶园内，茶树生长环境、病虫害情况可以通
过智慧监测系统一目了然……记者在下党乡采访
发现，村村有特产，食用菌、油茶、高山果蔬等特色
农业“多点开花”，村民钱袋子日益鼓起来。

今年以来，各地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
章，加强农业品牌打造，发展乡村的新产业新业
态，不断拓展农民就业渠道、增收途径。今年上
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72 元，实际增
长 6.6%；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达到了 3274 万人。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
国际表示，下一步将采取措施做大做强农业品牌，促
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让农民群众切实得实惠。

和美乡村换新颜

在河北，丰收市集人头攒动，乡村旅游让人
放松身心；在山西，威风锣鼓、上党八音会奏响
丰收乐章；在江苏，“新农人”代表分享创新创业
经验，讲述乡村振兴故事……全国各地举办的丰
收节庆祝活动，展现出各美其美的乡村新气象、
新活力。

放眼广袤的田野，各地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洎水新城社区，
是采煤沉陷区村民集中安置组建的农村社区。现
在生活的突出变化是办事更方便了。这里有便民
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卫生站，还
提供上门代办、网上代办等服务。

“办事窗口 2 名党员服务人员为老年人和行动
不便人士上门代缴水电费、医保费、帮助联系维
修，每天都有村民受益。”洎水新城社区党总支书
记吉志良说，社区还建设了“共享菜园”，村民们
可以种菜，互相协作，邻里关系越来越和睦。

今年以来，晋城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不仅让一个个村庄环
境更加干净秀美，也让农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在全国，各地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75% 左右，生活垃圾得到
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0%，教育、医疗、养老等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
康，是丰收中国的美好画卷，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期
盼和祝愿。在希望的田野上，各地正共同努力，扎实
奋斗，推动把乡村全面振兴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黄韬铭、唐
诗凝、董建国、许雄）

岁 稔 年 丰 庆 收 获
——各地举办丰收节活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综述

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推动高质
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就税务领域最新
情况作了介绍。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
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 1.8 万亿
元，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增添动能。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饶立新说，全国
税务系统将深入听取各方对深化税务
领域改革的意见建议，全力推进各项
税务工作取得新进展，更好提升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减税降费，优惠实实在在

税务工作有哪些新亮点？据饶立
新介绍，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坚持依
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持续深化“政
策找人”，依托税收大数据，智能匹

配优惠政策与适用对象，分时点、有
重 点 地 开 展 政 策 精 准 推 送 3.6 亿 户

（人） 次，推送各类税费优惠政策信
息 5.4 亿条，确保结构性减税降费政
策扎实落地。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今年 6 月底
结束的个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2023
年度全国约 6700 万人享受到了‘一
老一小’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红
利，减税规模超过 700 亿元，人均减
税超 1000 元。其中，子女教育、赡
养老人和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减税分
别约 360 亿元、290 亿元和 50 亿元。
政策覆盖面、减税规模、减税力度都
是比较大的。”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
务司司长沈新国说。

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为制造业企
业缓解经营压力、增强创新动力、激活

发展潜力。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
至8月份，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
制造业销售收入占制造业销售收入比
重分别为 16.5% 和 15.6%，较上年同期
分别提高 0.5 个和 0.6 个百分点。国家
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说，
2018 年至 2023 年，全国制造业累计新
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 4 万亿
元；2023 年，33.3 万户制造业企业享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2.03万亿元。

“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关切，以
更实举措促进税收政策红利充分释
放。”沈新国说。

主动作为，提升服务效能

在实践中，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简化办理流程、推动业务集
成、拓展数据共享、增强部门联动，推
动线上线下政务服务效能整体提升。

支持创新研发。在江苏丹阳，税
务部门提供的“一对一”政策辅导让
眼镜镜片生产企业获得感十足。“今
年 1 至 8 月份，我们享受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约为 720 万元。这笔钱将进一
步支持企业在防晒护目领域新产品的
研发。”江苏汇鼎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董事长焦飞宏说。

助力产品出海。今年前 8 个月，
位于广西河池的都安乐宜电子玩具有
限公司出口销售额突破 6200 万元，
同比增长 24%。该公司负责人说，当
地税务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积极指导
企业用足用好出口退税政策。今年 1
至 8 月，企业有 450 多万元出口退税
款到账，资金周转效率进一步提高。

解决创业难题。“我们村里新注
册了商贸公司，对相关涉税业务和操
作流程不熟悉，大伙儿心里有点打鼓。
税务干部带来的‘开业第一课’现场培
训演示，既有图片又有办税操作流程
的操作手册，一看就懂，给我们解决了
大问题。”在辽宁本溪，桓仁县沙尖子

镇北沟村党支部书记刘永君说。
“ 我 们 将 建 立 健 全 ‘ 税 企 面 对

面’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推进全方
位收集、高效率解决涉税涉费诉求，
持续提升税费服务效能。”沈新国说。

整合资源，畅通要素流动

全国企业省际间贸易金额同比增
长 3%，全国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直
接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10.1%，高技术
产业、知识产权 （专利） 密集型产业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11.6% 和
8%……在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新
闻发言人黄运通过分析 1 至 8 月税收
数据，展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新
动态。

如何切实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营
造良好的税收政策环境、税务执法环
境、税费服务环境，更好推动生产要
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
场潜力充分释放，服务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

“我们加强对新出台政策文件的
公平竞争审查，对妨碍统一市场与公
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和涉及不平等对待
企业的涉税法律法规政策，开展清理
工作。2023 年以来发布有关政策问
答 168 个，联合相关部门或单独更新
编制发布支持科技创新、促进制造业
发展、推动协调发展等税收优惠政策
指引 13个。”饶立新举例说。

与此同时，国家税务总局还充分
发挥部门协作优势、整合税费服务资
源，着力构建完善跨境税费服务体
系，为企业跨境投资提供有力支持。

“截至目前，累计更新发布 105 份国
别 （地区） 投资税收指南、包含 99
个涉税事项的‘走出去’税收指引、
26 个海外税收案例、50 个跨境纳税
人缴费人常见问题解答。”饶立新说。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未来将进一
步落实落细各项税费支持政策，全力
护航各类企业创新发展。

前8月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8万亿元——

促进税收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连日来，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
片繁忙，工人抓紧生产赶制订单产品，满足市场需求。鄂尔多斯市近
年依托传统羊绒产业优势，通过出台专项支持政策、提升羊绒加工科
技水平等举措，推动羊绒产业向规模化、自动化生产转型。图为工人
在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摄  

9 月 22 日，产粮大
省黑龙江在重要粮食产
区哈尔滨市方正县组织
开展秋收开镰等农业活
动，展现“大粮仓”丰
收景象，呈现黑龙江通
过推广先进农业技术 、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等措
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
积极成效。图为农机在
方正县的稻田中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9 月 22 日 ，秋 分 时
节 ， 我 国 迎 来 第 七 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各
地陆续开始了秋收、秋
耕、秋种的“三秋”农忙，
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图为在四川省达
州市大竹县朝阳乡木鱼
村，驻村工作队员和村
民在晾晒收获的玉米。

邓良奎摄  
（新华社发）  

在今年的“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中，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工
作人员走进当地企业，对接企业需求，开展税收优惠政策精准“投递”，将
最新政策、流程操作“点对点”宣传到户，让企业应享尽享税惠红利。图
为该局工作人员近日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榕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开展涉税辅导。 符  梦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
汪文正） 财政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 8 个月，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147776 亿元，同比下降
2.6%，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
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
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
后，可比增长 1% 左右。

分中央和地方看，前 8 个月，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361亿元；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82415
亿元。

财政支出方面，前 8 个月，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3898 亿元，同
比增长 1.5%。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4600亿元，
同比增长 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149298亿元，同比增长0.3%。

前 8 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7776亿元

本报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
徐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
数据显示，二季度末，我国金融业
机构总资产为 480.64 万亿元，同比
增长 7%。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
为 43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证
券业机构总资产为 13.75 万亿元，同
比下降 0.1%；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

33.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金融业机构负债为 438.68 万亿

元，同比增长 6.9%，其中，银行
业机构负债为 397.66 万亿元，同比
增 长 6.4%； 证 券 业 机 构 负 债 为
10.26 万亿元，同比下降 1.8%；保
险业机构负债为 30.75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6.5%。

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超480万亿元

9 月 21 日，第三届湖南非遗博览会在湖南衡阳开幕，本届博览会
以“非遗潮起，薪火‘湘’传”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中部六省的 198 个非
遗项目，展区面积超 5000 平方米，集中展示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系
统性保护成果。图为参展商 （前右） 在博览会上向观众介绍中国结。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本报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
廖睿灵）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
8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9649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8.9%。

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第二产
业用电量 567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第三产业用电量1903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1.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量19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供的
数据显示，8 月份，高技术及装备
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7.5%。其
中，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
比增长 49.3%，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
造业、医药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分
别增长 11.7%、11.4%、10.7%。

前 8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6561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9%。

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增长8.9%

本报天津9月22日电 （记者武少民、靳博） 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大
思政课、青年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由中
央网信办、教育部、人民日报社、共青团中央、国家体育
总局、天津市委网信委联合主办的 2024“把青春华章写在
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21
日晚在南开大学举行。

本次活动紧扣青春和爱国主题，邀请青年榜样、名师
大家与广大青少年网民同上一堂别开生面的网上网下大思
政课。活动开篇，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和老校长张伯苓的
数字形象开展跨时空对话，带领全场重问重答“爱国三
问”，张伯苓嫡孙张元龙动情讲述张伯苓一家的爱国故事，
生动诠释以爱国为魂的南开精神。

活动中，“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以身报国的故事，激
励当代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南开大学教授逄锦聚结合自己的从教经历，为广大
学生现场讲授思政课。

此外，巴黎奥运会冠军潘展乐、陈梦、刘焕华、李雯雯、丁
欣怡、吴愉和巴黎残奥会冠军谭玉娇、蒋裕燕现场讲述比赛和
成长经历，生动诠释顽强拼搏、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精神。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掌声如潮，全场师生和嘉宾与南
开大学合唱团一道唱响 《歌唱祖国》，广大师生表示，要把
小我融入大我，在广袤大地上书写新时代的精彩华章。

活动现场启动了 2024“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
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

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表示，南开大学历来重视学
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新时代新征
程，南开大学将积极探索网络思政育人新模式，引导青年学
生将小我融入大我，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祖国大地
上奋力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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