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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利辉）“要不是‘首
席税务服务官’及时帮助，我们的生产哪
会这么顺利？你们的真诚服务，让我们
很快完善了上下游产业链，确保生产正
常进行。”10 月 12 日，在河南永荣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荣动力），长葛
市税务局工作人员、“首席税务服务官”
张惠淳再次来到企业一线，了解该公司
的经营情况及涉税诉求。面对张惠淳，
该公司副总经理何勇辉感动不已。

永荣动力专业从事电机定转子冲
片及铁芯研发，产品主要应用于风电、
船舶、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疫情防控期

间，由于上下游产业链不完善，永荣动
力出现原材料供应不足等问题，生产一
度陷入困境。

了解到该公司面临的困难后，张惠
淳立即向长葛市税务局领导汇报了有
关情况，并及时启动“供需响应机制”，
通过税收征管系统检索周边配套企业，
快速梳理出具备供货能力的企业名单，
帮永荣动力完善了上下游产业链，确保
了原材料供应。

为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长葛市
税务部门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建立“首
席税务服务官”制度，选拔 46 名业务能

力 强 的 税 务 干 部 组 建“ 首 席 税 务 服 务
官”团队，为长葛市 79 家疫情防控重点
企业提供点对点的全方位、全流程涉税
服务。每名“首席税务服务官”所服务
的企业不超过 3家。

“首席税务服务官”是我市推行“首
席服务官”制度帮助企业的一种形式。

为深化“四个一百”，扎实开展“两个健
康”和“一联三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
增强企业的发展信心，推动民营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我市积极推进“首席服务
官”制度，使“首席服务官”成为政策宣
讲员、企业服务员、项目代办员、党建指
导员，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的精准服务。

“变身”政策宣讲员、企业服务员、项目代办员、党建指导员

我市“首席服务官”倾力为企业服务

□ 记者张辉通讯员杨丽荷

“双占，忙着呢？”
“嗯，活儿多，一大早就来了。”
10 月 12 日，天气阴沉，小雨纷纷，空

气中多了几分凉意。襄城县库庄镇张
和庄社区虽然道路上行人稀少，但“蜜
谷驿站”一派繁忙的景象。脱贫户孔双
占一边和工友打招呼，一边用器具接刚
磨好的面粉，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
汗珠。

张和庄社区位于襄城县北部，紧临
群发农产品批发市场，地理位置优越。
之前，该社区由于没有集体企业，集体
经济较落后。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带动
群众致富，该社区经过考察决定在粗粮
加 工 上 下 功 夫 ，注 册 成 立 了 扶 贫 企 业

“蜜谷驿站”。
“找场地、买设备……疫情防控常

态化后，我们开始为筹办企业忙碌。”张
和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孔庚绅说，经过几
个月的筹办，专业从事精品杂粮和石磨
面粉生产的“蜜谷驿站”于今年 9 月 29 日
正式开业，目前产品已投放市场。

开业当天，“蜜谷驿站”给该社区 6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去一袋石磨面粉，
共送出 2500 公斤。

“创办‘蜜谷驿站’的初衷就是增加

脱贫户的收入，防止他们返贫；同时，将
收益用于改善道路等基础设施，方便群
众生活 。”孔庚绅说 ，“蜜谷驿站 ”开业
前，他们到脱贫户家中走访，动员他们
前来工作。目前，该企业已带动包括孔
双占在内的 7 名脱贫户就业。“未来，我
们将根据企业的发展需要，引导群众改
变种植结构，带动群众致富。”

除了在扶贫企业就业外，张和庄社
区还有不少群众选择依靠自己的双手
摆脱贫困。48 岁的徐秋英就是其中一
个。

2016 年，因丈夫孔新亭身患重病，
徐 秋 英 家 被 识 别 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
除了为其申请低保金等相关补贴外，该
社区还给徐秋英安排了时间较自由的
中原农险协管员岗位。

“在政策扶持下，虽然徐秋英家的
基 本 生 活 得 到 了 保 障 ，但 输 血 不 如 造
血，怎么激发他们的脱贫积极性成为摆
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张和庄社区包村
干部柳新旺说，“张和庄社区周边地区
有很多人在上海卖拉面，收入不错。因

此，我建议徐秋英到上海打工。”
2018 年，徐秋英踏上了南下打工的

路，儿子毕业后也跟随其到上海打工。
现在，母子二人每个月的收入超过 7000
元。目前，徐秋英家人均年收入超过 2
万元，已脱贫。

此外，为带动群众致富，张和庄社
区利用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贷款政策筹
资 70 万元，与襄城县恒基商砼有限公司
合作，并签订了分红协议。仅此一项，
该社区每年就可分红 10 万元，资金全部
用于办理民生实事。

“我们社区 15 户贫困户，已于去年
全部脱贫。”孔庚绅说，他们想方设法发
展集体经济，就是在为群众的致富路保
驾护航，防止他们返贫，让他们过上好
日 子 。“‘ 蜜 谷 驿 站 ’经 营 已 经 步 入 正
轨。我们将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全都
吸纳过来，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工作、
养家。”

“有企业分红，还有扶贫企业收益，
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该社区 75 岁
的张坡子笑着说。

扶贫企业来护航，贫困群众致富忙

↑“蜜谷驿站”外景 记者 张辉 摄

← 孔双占在“蜜谷驿站”务工。 记者 张辉 摄

“拣软柿子捏”
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本报讯（记者 毛迎）秋风起，
柿 子 红 。 不 少 人 对 柿 子“ 又 爱 又
怕”。“老人吃柿子引起肠梗阻”“3
岁女童吃柿子导致胃穿孔”……随
着柿子的大量上市，网上此类消息
层出不穷，让人真假难辨。吃柿子
真的有这么多禁忌吗？10 月 13 日，
记者采访了许昌市人民医院营养
科医师丁永菲。她表示，柿子富含
鞣酸，容易和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
物发生化学反应，影响消化。但只
要适量、科学食用，柿子就不会对
人体健康产生太大的影响。

柿子引来一大拨儿“流言”

当日，记者在市区多家超市和
水果店看到，柿子售价在每公斤 4
元到 8 元之间，与苹果、葡萄等水果
相比，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这是本地柿子，为了方便运
输，采摘时表皮较硬，需要放置一
段时间，等变软了口感更好。”在市
区文化路一个水果摊儿前，摊主热
情地向顾客推荐柿子。“俺妈很喜
欢吃柿子。但我听说吃柿子有很
多禁忌，容易引发胃肠道疾病。”一
名中年女子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
选购柿子。

在秋天上市的水果中，柿子是
争议最多的。“柿子不能与螃蟹同
吃”“吃柿子容易引起肠梗阻”“柿
子和酸奶同吃会产生结石”……记
者 在 采 访 中 发 现 ，对 于 这 些“ 流
言”，有些人觉得是危言耸听，置之
不理；有些人则抱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对吃柿子表
现得很谨慎。

吃柿子尽量挑软的

“ 柿 子 之 所 以 引 发 这 么 多 争
议，是因为含有鞣酸。鞣酸与虾、
蟹、鸡蛋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
同食，在胃酸的作用下会凝结成不
易消化的团块，造成肠胃不适。但
只要不过量食用柿子，就不会出现
严重的后果。”丁永菲说。

有句歇后语叫：“老太太吃柿
子——拣软的捏。”这句话本意是
老年人喜欢吃比较软的柿子，比喻
某人好欺负，或者处于弱势地位。

“从营养学角度来说，吃柿子
确实应该挑软的。熟透的柿子不
仅口感好，而且鞣酸含量也低。”丁
永菲表示，软柿子比硬柿子更有益
健康，味道也更甜。对于健康人来
说，只要不空腹吃柿子，且不同时
食用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适量
食用柿子对身体不会产生不良影
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