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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忠县本地葡萄陆续成熟，市

民纷纷走出户外体验采摘乐趣，品尝

夏日果味的甜蜜，果农们也享受着丰

收的喜悦。

在东溪镇翠屏村 ，果农们喜笑颜

开地忙着采摘熟透的葡萄到东溪口农

产品售卖点统一销售。翠屏村种植葡

萄的历史较久，80%的农民种植葡萄已

超过 30 年，葡萄产业已成为当地一张

响亮的名片，也是村民增收的主要渠

道。

近年来 ，忠县围绕农文旅融合发

展思路，大力发展花果经济。目前，全

县葡萄种植面积已达 3000 亩，有巨峰、

金手指、玫瑰香等品种，鼓足了村民的

钱袋子。 记者 彭群英 摄

葡萄丰收 助农增收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 申铖）记

者 2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发布多则公告，明确延续优化多项税收

优惠政策。

根据公告，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发展，延续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

免政策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个体工商户年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部分，减半

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资源

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

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5%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政策，延续执行至2027 年12月31日。

为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推

动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公告称，对金融

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

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

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此外，两部门还发布了关于延续执行创

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

型企业有关政策条件的公告，关于延续执行

农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担保增值

税政策的公告等。相关政策均执行至 2027

年12月31日。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表示，公

告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在今明两年到

期，且重点聚焦中小微企业发展和与其相关

的金融支持。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延续优化

实施，将有利于稳定企业预期，增强市场信

心，持续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为推动经济

回升向好提供助力。

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延续优化至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延续优化至20272027年底年底

（上接第一版）期。受当时经济社会条

件限制，这些区域城市规划落后、基础

设施残缺、环境“脏乱差”，已远远跟不

上时代发展。

在移民迁建期间，红星、州屏、白桥

等 城 市 拓 展 区 出 现 了 更 多 新 建 房 屋 。

虽然楼层变高了，也有了较为系统的规

划，但在时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些

区域的居住条件也已经无法满足居民

的高品质生活需求。以外墙为例，这些

房屋建设时流行贴瓷砖，当时看起来漂

亮，但经受近 20 年日晒夜露、风吹雨打

后，外墙瓷砖不时脱落，成为悬在居民

头上的“利剑”。

除了外墙瓷砖脱落之外，楼院消防

设施缺失、污水管网不畅、内部道路破

损 、楼 道 墙 壁 破 旧 等 导 致 环 境“ 脏 乱

差”、火灾隐患大等问题，更是让居民叫

苦不迭、忧心忡忡。老城区一些有条件

的居民只得迁至其他新小区。不具备

搬迁条件的居民，则苦苦期盼居住环境

能早日改善。

外墙排危，仅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的内容之一，路网改造、消防整治、排

危治违、环境升级、功能提升等也是重

要内容。自 2019 年启动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以来，我县累计投入资金 2.4 亿

元，实施大府邸老旧小区、狮子坝老旧

小区等改造项目 18 个，改造面积 99.3 万

平方米，惠及居民 1 万余户。其中，忠州

老街共改造 402 幢房屋，总建筑面积达

到 67.5 万平方米，涉及 7100 余户居民。

党建统领，受益群众齐参与
共改造

“这道围墙修好了，我们感觉住起

踏实多了。”前不久，家住县城狮子坝老

旧小区居民刘乾坤，对前来回访的县住

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感激地说。

狮子坝老旧小区改造一期实施过

程中，刘乾坤等居民反映竹沟农贸市场

处的围墙出现开裂，因过往行人较多，

存 在 较 大 安 全 隐 患 ，希 望 有 关 部 门 整

治。县住房城乡建委接到居民反映后，

迅 速 会 同 设 计 单 位 、施 工 单 位 现 场 踏

勘，发现问题属实，决定予以整治。半

个月后，一堵新修钢筋混凝土围墙建起

来了，同时还新增一座微型人行天桥，

小区居民过往既安全又方便。

居民是老旧小区的主人，也是改造

工程的最终受益人。在老旧小区改造

中，忠县采取党建引领、民主决策的方

式，按照“共谋、共建、共管”模式，邀请

居民全过程参与设计、建设、管理、运营

等环节，确保真正改到实处、造福居民。

改造前，老旧小区所在社区党组织

先通过院坝会等方式收集居民代表意

见，再由设计单位上门入户开展问卷调

查和征求意见。社区汇总各方面意见

后，交由设计单位形成初步改造方案，

再在小区公示。对于少数持不同意见

者 ，社 区 干 部 上 门 进 行 沟 通 协 调 。 随

后，住建部门牵头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及水电气等单位集中评审方案，并公示

最优方案，最大限度吸纳和统一各方意

见。

改造中，社区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选

出业主委员会，由业主代表和党员代表

全程参与，监督施工单位是否按照既定

方案、方式进行改造，各施工环节是否

序时推进。如发现改造内容不合实际

或大多数群众强烈要求变更改造内容，

代表们及时向相关部门单位提出，及时

予以更改、取消或增加，增强改造的科

学性、实用性。

改造结束后，我县引入市场主体对

老旧小区进行规范化运营管理，动员社

区居民参与小区自治，通过“三方共治”

方式，让社区环境更美好，老旧小区居

民更幸福。

修旧如旧，城市文脉得到保
护传承

7 月 22 日 是 周 末 。 家 住 县 城 红 星

小区的居民杨小兰，带着两个上初中的

孩 子 来 到 忠 州 汉 阙 广 场 ，了 解 汉 阙 文

化。

进入暑假以来，忠州老街迎来旅游

小高峰，大批大、中、小学生趁着假期来

这里体验忠文化。除了汉阙广场，东城

门、大府邸、苏家梯子等各类文物遗迹

和传统古建筑也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

打卡，追寻乡愁记忆。

城 市 文 脉 是 一 座 城 市 的 精 神 根

基。拥有 2300 多年文字记载历史的忠

州老城，留存下临江崖摹岩造像等文物

古遗迹和大府邸等明清古建筑共 20 余

处。历经岁月洗礼后，这些承载着城市

文脉的文物遗迹和古建筑，散落于老街

各个角落，有的岌岌可危，有的杂草丛

生。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我县以修旧如

旧理念，全面挖掘、整理老街文化遗存，

还原历史文化空间，再现三峡原生态生

活场景。将老东门等历史文化遗迹进

行修复，对不同类别建筑物进行修缮保

护、整体改造、局部改造或风貌改造，最

大限度保留历史遗留建筑及穿斗式建

筑，并建成展现忠文化、汉阙文化的忠

文化展览馆、忠州汉阙广场等。

濒临灭失的文物遗迹得到保护，破

败不堪的明清老建筑获得重生，久违的

乡愁回来了。如今的忠州老街，吸引了

许 多 市 民 前 来 回 忆 过 往 ，寻 找 儿 时 记

忆。

创新机制，改造成果不断巩
固拓展

7 月 25 日，忠县县城临江路，刚完

成复建的忠县陈家大院，屋檐下灯笼高

挂，一家餐饮企业已经试营业，院内外

人声鼎沸。

早先的陈家大院，为一栋建于清末

民初的宅院，因房主姓陈而得名，又因

房屋四周临街，门匾上有“春华秋实”四

字而被称为“春华秋实”，从这里走出去

多名对忠县经济、教育等领域产生重要

影响的人物。经过上百年风吹雨打，这

栋在忠县颇有知名度的历史文化建筑

已变成危房。2022 年，结合“三峡留城·

忠州老街”的打造，我县着手复建陈家

大院。在即将完成复建时，早前已入驻

忠县的北仓文创公司提前开展运营招

商 。 不 久 ，一 家 渔 庄 整 体 租 赁 陈 家 大

院，并很快投入试运营。

老旧小区改造后，如何杜绝“改而

不管、一改了之”现象，确保改造成果可

持续？忠县把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作为检验改造成果的标准，并进

行大胆探索创新——通过招引文创企

业参与运营、引导小区物业管理和居民

自治管理等方式，让老旧小区释放更大

改造实效。

在改造忠州老街道时，我县引进北

仓文创公司，对老街进行整体运营，推

进川剧团、非遗文化馆、民宿、餐馆等项

目打造。除了陈家大院，临江路畔的欧

式风情街，弓箭街、十字街、东坡路沿线

的传统风格商业门店先后完成招租并

开张迎客。通过活化修复旧时集市风

貌，并引入手工 DIY、咖啡吧、民宿、书

屋等新兴业态，将传统店铺改造升级为

三峡记忆的载体和文化地标，老街的市

井烟火气息更浓厚。

针对其他完成改造的老旧小区，我

县将其纳入市政常态化管理，新增市政

绿化、休闲座椅、垃圾桶等设施，强化物

业管理，或由业委会选定保洁员常态化

清扫保洁。同时，各相关社区组织小区

居民参与自治管理，如对于改造后有新

增停车场的小区，在居民代表开会议定

收费标准后，设置智能安防系统收取停

车 费 用 ，用 于 反 哺 小 区 基 础 设 施 维 护

等。

通过招引企业参与老旧小区运营

管理、纳入市政常态化管理和小区居民

自治，我县老旧小区改造成果得到巩固

和拓展，改造成效更可持续，实现了既

改“面子”也改“里子”的目标。

改在实处 造福居民

本报讯（记者 张耀升 彭群英）“多亏街道、村里及时帮我

们搭建平台，葡萄不愁销路了。”8 月 1 日，忠县跑马秋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兴地说。

眼 下 正 是 葡 萄 大 量 采 摘 上 市 时 节 ，位 于 白 公 街 道 护 国 村

的忠县跑马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葡萄种植基地内，玫瑰

香 葡 萄 硕 果 累 累 ，今 年 预 计 产 量 1.5 万 公 斤 ，但 苦 于 销 路 不

广，公司负责人很是烦恼。白公街道工作人员在走访企业过

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及时派出专人与各线上平台联系。当

天上午，邮乐优鲜平台工作人员及时来到基地进行业务对接，

目前，跑马秋公司的葡萄已实现线上销售。

走进企业，了解企业，助力企业。“我们把‘走宣解’活动中

收集到的问题进行逐一梳理，制定任务清单，落实专人跟进，

快速解决问题，为企业纾困解难。”白公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走宣解”活动开展以来，白公街道已走访重庆樱楹园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忠县跑马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等市场主体

186 家，宣传讲解政策，解决发展难题，目前已为市场主体解决

问题 4 个。

白公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入开展“走宣解”活

动，不断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

白公街道
为葡萄种植企业找销路

本报讯（记者 吴建华 通讯员 陈晓）8 月 2 日，县社会保险事

务中心工作人员前往中铁三局在忠项目部开展“走宣解”活动，

宣传解读工伤保险参保、缴费、待遇等相关政策，接受企业员工

咨询。

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走宣解”服务市场主体工

作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县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深入民营

企业宣传政策、聆听企业困难问题、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今

年以来，县人力社保局共走访市场主体 49 场 150 余家，帮助各类

市场主体化解困难 30 余个。同时，该局还组织企业经营者集中

开展座谈交流，宣讲人社惠企政策，收集企业面临的困难问题，

现场答疑解惑，并通过“忠县招聘”微信公众号线上同步直播，

让人社惠企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县人力社保局
为市场主体宣讲惠企政策

（上接第一版）2022 年度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未减少或减少率不

高于 2022 年度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5.5%，30 人（含）

以下的参保企业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减少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

数 20%的，可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对中小微企业按企业及

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60%返还，对大型企业按

30%返还。

拓宽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措施》要求，对企业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

校 毕 业 生 、登 记 失 业 的 16—24 岁 青 年 ，签 订 1 年 以 上 劳 动 合

同，连续缴纳 6 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的，可发放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标准为 2000 元/人。

同时，稳定“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

基层服务项目 2023 年招募规模在 3400 人以上。继续做好 2023

年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工作，按需开发基层公共

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吸纳毕业年度和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就业，社区专职工作者招聘面向高校毕业生比例不低

于 35%。

《措施》提出，要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稳定机关事

业单位岗位规模，实施 2023 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广泛动

员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募集不少于 7 万个青年见习

岗位，对吸纳就业见习人员的给予每人每月 1300 元的见习补

贴，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 50%以上的，见习补贴可提高至每人

每月 1500 元，用于支付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费以及对见习人员

的指导管理费用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按每人 100 元标

准一次性补助见习基地。对见习期未满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

合同的，可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

加强困难人员就业帮扶

《措施》特别强调要加强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及时将零就业

家庭、低保家庭、脱贫户、大龄、残疾、长期失业等人员纳入援

助 范 围 。 依 托 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 和 社 会 责 任 感 强 的 大 中 型 企

业，设立一批低门槛、有保障的爱心岗位，定向招用就业困难

人员。制定个性化援助方案，提供“一对一”就业援助，对符合

条件的困难毕业生发放一次性在校求职创业补贴、离校未就

业求职创业补贴。对企业招用我市户籍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

员，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发放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标准为 2000 元/人。而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

实现就业的，合理统筹公益性岗位进行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

至少一人就业。

《措施》提出，全面落实务工交通补助等政策，鼓励脱贫人

口外出就业。支持建设一批就业帮扶车间、就业帮扶基地等

载体，增加就近就业岗位。深化川渝、鲁渝、“一区两群”劳务

协作，促进脱贫人口有序转移就业。开展“雨露计划+”就业促

进行动，加大对“雨露计划”毕业生就业帮扶力度。

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

医疗保险费等常规性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将符合条件的生

活困难失业人员及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

救助范围。

《措施》还提出，将开展高质量充分就业先行区试点，在充

分就业社区（村）基础上，创建一批高质量充分就业试验区县

和高质量充分就业社区（村），对高质量充分就业试验区县给

予资金和项目倾斜，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社区（村）给予 2 万元的

一次性奖补，用于开展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措施》还要求，加大组织保障力度，通过压实各方工作责

任、优化政策经办服务、强化政策宣传解读、防范化解失业风

险，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稳就业扩岗位 重庆再推十九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