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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子涵

“今年我们村合作社一共分红了 54 万元，

是整个县上效益最好的合作社，入股合作社的

村民平均每人能分到 700 多元，我还记得分红

那天大家喜悦的笑脸。”说话的是玉树藏族自

治州治多县治渠乡同卡村合作社的负责人安

多存多杰，回忆起分红的场景，他记忆犹新。

治多县是玉树州牛羊牲畜出栏大县，过

去的一年里在各族干部群众的接续奋斗下，

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出栏答卷”。据统

计，2022 年全县出栏牛羊牲畜近 1000 吨，共实

现收益近 400 万元，给牧民群众在寒冬中送上

了一份“暖心大礼”。

同时，治多县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

动发展为根本动力，初步形成了繁殖、育肥、

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框架。坐落在治

多县的国有控股公司玉树阿米雪乳业发展有

限公司，结合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按照国家

农牧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

采取“公司＋基地＋生产合作社＋牦牛养殖

户＋饲草料种植基地”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

动全县所有畜牧合作社稳定运营，带动入社

农牧民稳定增收，成为三江源区产业带动发

展的示范引领企业。

“今年我们有序组织开展牲畜销售工作，

拓宽牲畜销售渠道，做到多出栏、快出栏，应

出尽出，减轻草场压力，降低饲养成本和经营

风险，确保农牧民增收。新的一年，我们一方

面要继续守护好群众的‘肉盘子’，另一方面

保证合作社效益持续向好，让畜牧业成为我

们的优势和骄傲。”治多县生态畜牧业合作联

社负责人桑周达杰说。

来到位于玉树市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玉树州牧原肉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各

种现代化设备正在井然有序地运转，流水线

上的工人们也正在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手里

的活，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临近春节，我们公司的订单大幅上升，除

了本地市场，我们的产品还进驻上海、武汉、重

庆等一线城市大型超市进行销售，并且深受当

地消费者青睐，能有这样的好成绩除了产品质

量过硬外，政府的好政策也给我们解决了不少

难题。”牧原肉业公司负责人韩克祥说。

近年来，玉树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持

续加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度，主动

靠前、纾困帮扶，提供“菜单式”“个性化”服

务，以现代民营企业的角度进行产业转型，以

抱团发展换来产业的壮大；推动产业提档升

级，坚持以技术改造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力推动产业逐渐向高端、绿色方向迈进；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

立健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运行监测体系，

助力企业申报“专精特新”称号，为地方经济

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玉树州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昂文旦巴

说：“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深感责任重

大，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源泉，是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更应该

当好全州中小企业发展的‘服务员’和‘娘家

人’，立足自身职能、主动担当作为，助力企业

纾困解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稳住经济发展

的基本盘，为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更为

坚实基础。”

稳信心稳信心 强发展强发展 启新程启新程

“放管服”改革
让企业享受“红利”

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工

业园区管委会作为企业“娘家人”，以“店小

二”式贴心服务，“一对一”包联服务企业，积

极协调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针对项目审

批慢、办理手续周期长等难题，民和县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出台了“服务绿卡”管理办法，做

到了项目建设全程有人问、碰到阻力有人管、

推进缓慢有人促、遇见困难有人帮。

在青海西钢新材料有限公司转型探索新

的发展方式的过程中，税务专家团队“一对

一”到企业耐心辅导，征求意见建议，在办税

过程中开通“绿色通道”，降低了企业税负和

办税负担。

“现在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了”“最多只用

跑一次”……自从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来，这

样的赞叹越来越多，“一网通办”“跨省通办”

“一次办结”等一系列综合服务措施，让新办

市场主体各类手续“无缝衔接”。

数据显示，2022 年，青海开办“一网通办”

平台，全面实施“证照分离”区域和事项“两个

全覆盖”，全省累计登记市场主体达 55 万户。

全省累计超 1.5 万户企业收到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红利账单”。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深化‘放管服’改

革，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推进‘一件

事一次办’，规范涉企收费，恪守契约精神，防

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以一流的营商环

境引客商、聚人气、赢口碑。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资金要素获取

等方面支持政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对此，省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

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师程光远表示：“青

海税务聚焦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为市场主体减负担增活力，为经济发展赋能

添力提振信心。特别是持续简流程、压时间，

落实落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等减税降费举

措，全流程实现电子化、免填单，‘零接触’服

务，进一步为市场主体降负增效。同时，持续

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持续拓展网上办、掌

上办，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在青

海省电子税务局已实现 233 项涉税事项网上

办理功能，全省纳税人‘非接触式’办理涉税

事项占比超过 90%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拓展

‘最多跑一次’服务事项，以税惠政策措施高

效落实和办税缴费优质服务，提升纳税人缴

费人的获得感满意度。”

省人大代表、青海新发地农副产品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月琳则希望：“我们基地大

概在今年 3 月底 4 月初正式开业，招商了 1000
家企业。到时候这些企业入驻时，希望政府

相关部门有更多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简化

办事流程，要是能提供‘一对一’服务就最好

了。同时，我们会履行好纳税义务，也希望政

府部门在税收上提供更多优惠，让我们扎下

根来好好发展，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

己的贡献！”

金融改革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去年秋冬以来，在祁连山牧民进行草场

迁移、收割青草的关键时期，青海农担祁连分

公 司 努 力 协 调 合 作 金 融 机 构 共 同 前 往 各 村

镇，将办公地点搬到牧户家门口，采用现场调

查、现场受理、简化手续、优先办理的一站式

服务，为申请人办理担保贷款手续，做到当天

受理，当天放款。默勒镇海浪村养殖大户陈

列说：“不用来回跑，材料都是手机上提交，比

以前方便多了，农担帮我们渡过了难关。”

青海农担祁连分公司建立起“农担公司+
农业农村部门+金融机构+经营主体”四位一

体常态化沟通、协调推进、合作互荐的服务机

制。以创新作为工作抓手，充分利用信贷直

通车平台，着力实施“一体化受理、一站式服

务”的线上操作模式，抓住关键农时、农事，开

辟业务绿色通道，积极疏通解决业务流程长、

审批慢、效率低等问题，全力支持我省重要农

产品和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2022 年以来，我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

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加大金

融改革创新力度，金融业整体实力不断增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为顺利实

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到“加快创建

西宁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积极推进

省农信社等地方金融机构改革。”

对此，省政协委员，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兴源表示：“将推动

以‘青信融’平台为依托，加强各类平台的信

息整合，强化数据统一标准的输出功能，打破

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数字鸿沟’，对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等的基

本信用信息、工商信息、税务数据、行政处罚

及涉诉情况等公共信息以及乡镇、村社的基

本情况数据和涉农产业信息进行整合，形成

平台统一化、标准化的输出，不仅有助于充分

发挥数据的价值，还有助于金融机构精准创

新产品，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省政协委员、华夏银行西宁分行副行长

苏蕾说：“我们将继续关注中小微企业发展，

从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搭建好政银企融

资对接服务平台等方面着手，加大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用真金白银为企业减轻负担。”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释放发展活力

2022年，我省4个单位和8位个人荣获全国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先进表彰。截至目

前，我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主体任务全面

完成，实现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确认、资产股份

量化、股权设置、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赋码

登记、集体经济收入“破零”7个100%目标。

互助土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也是

这项荣誉获得单位之一，对于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到的“持续深化农牧区集体产权制

度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省人大代表、互

助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农艺师刘世蓉表示：

“2023 年，互助县将继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通过树立典型，多形式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同时正确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做好

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

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副处长

多杰则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改

革的成果，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会同省

委组织部、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通过加强分

类指导、创新经营方式、做强主导产业、做优

特色产业等措施，确保 2023 年底，实现弱村占

比下降至 5％，中等村占比达到 65％，强村占

比达到 10％的目标任务。”

作为青海的食用菌大王，来自重庆市的周

召荣已经在西宁种了三十多年食用菌。省人

大代表、青海召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告诉记者：“我在湟中发展这么多年，看着村

集体经济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像我们公司

就通过流转土地、带动农民就业等方式，助推

了周边村集体经济增长、农民增收。接下来，

我们将把食用菌产业园发展壮大，在解决本地

就业的同时，把收益的一部分拨付到各村，充

实村集体经济收入，发展公用事业等。”

改革改革，，让青海充满发展动能让青海充满发展动能

为什么要改革？为了发展；发展又是为了什
么？落脚点就是惠及民生。改革，让青海充满发
展动能，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
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

行走在青海，记者感受到了改革的动力和活
力，也感受到了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喜悦和温度。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中，海东市互
助土族自治县积极探索股份合作制等有效形式，
探索出了以卓扎滩村为代表的产权制度改革与
产业发展同步型、以麻吉村为代表的产业发展倒
逼产权制度改革型、以班彦村为代表的产权制度
改革推动产业发展型三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这不仅促进了集体经济“破零”和发展壮大，
而且使农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红利，从“要我
改”变成了“我要改”，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增强了广大农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全县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达10.06
亿元。

就在不久前，互助县油嘴湾生态旅游文化景
区举行了股东分红大会，为100名村民股东分红
30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分红12万元。麻吉村村
民李世新在景区入股了10万元，所以这次他领
到分红8370元。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方面，国家税务总局西
宁市税务局积极推行“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

“跨省通办”“一次办结”及“新办纳税人套餐”等
一系列综合服务措施，让新办市场主体各类手续

“无缝衔接”，让纳税人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便
利。

对于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注入的资金活水，
青海西钢新材料有限公司法人刘治权表示：“企
业在积极研究政府出台的各种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策对公司发展是个极
大利好，我们将加快高新技术研发，提高产品质
量和生产效率，增强产品实力。”

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青海省农牧业信贷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在2022年推出了服务乡村振兴
工作的专属担保产品“乡村振兴富民担”，有效扩
大了我省1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惠农政
策覆盖面，精准支持了我省脱贫地区农牧户发展
生产。这一产品的上线，成为解决重点帮扶县农
牧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手段。

“30万元循环贷，低门槛、低利率，农担惠农
政策带来的支持，让我不用再为扩大养殖规模所
需资金而发愁。”谈及青海农担公司的帮助，海晏
县金滩乡东达村党支部书记牛生有颇有感触。

厘清我省各个领域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
深化改革这条“亮线”贯穿其中，它成就了我省各
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增进了民生福祉的阔步前
行，见证了老百姓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 潘 玲

改革促发展改革促发展
发展惠民生发展惠民生

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

清单”管理模式，主动融入全国统
一大市场。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
改革，持续增加省对下转移支付，
健全财政资金常态化直达机制，更
好支持基层“三保”工作。加快创
建西宁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
区，积极推进省农信社等地方金融
机构改革。持续深化农牧区集体
产权制度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稳
步推进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
体”综合合作试点。

本报记者 潘 玲

改革潮涌江源大地。
回眸2022年，青海“放管服”、投融资、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改革红利持续释放，村集体经济

在全面“破零”的基础上向“强村”迈进……如今的青海，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
稳、纵深推进的生动局面，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和生机活力。

2023年，我省“两会”期间，如何更深层次地推进改革，让改革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活
力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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