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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杜怀
宇） 针对寒假和春节期间人员流动量大的特
点，绥芬河市教育局加大师生动态管理力度，对
寒假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提前安排和部署。

该市教育局成立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向广
大师生和家长发出倡议，倡导居家休假、减少流
动，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出门戴口罩，与他人
保持社交距离，不聚集，加强与学校沟通联络，
及时如实报告个人情况，密切关注返校信息，配
合学校做好防控工作。同时，教育局还对全市
民办教育机构疫情防控工作实行网格化管理，
确保各项防疫措施落实落靠。

绥芬河市教育党工委副书记殷枫叶说，教
育局全体干部职工以及各中小学校负责人，对
全市 65家民办教育机构进行包保，在压实“四
方责任”的同时，进行日查、夜查和针对特殊情
况的联查、抽查。要求各校有疫情防控技术指
南，有防控管理的两案九制，有防控责任人，有
防控应急演练，有防疫物资储备，有应急区域，
建立师生及同住人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出绥返
绥等各类台账，并由专人负责动态管理记录。
各校严格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和防疫“三
宝”措施，每日通风、消杀，定期环境监测。

教育局还通过开展“小手拉大手”家庭防疫
宣传教育，倡导不聚集和少流动，科学合理安排
学生假期生活。成立师德师风督查组，采取“三
不一常”，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向社会公布举
报方式，对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严惩不贷，多
维营造平安健康环境。

市教育局
加强动态管理
科学防控疫情

本报讯（王海涛 尹金婵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杜怀宇）国家外汇管理局绥芬河市支局
坚持“便企惠民、精准服务”的工作原则，充分利
用银行网点、新闻媒体等平台，加强靶向宣传、
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助企解难”，为辖内涉外企
业带来实惠。

靶向宣传，让更多保税区内企业使用便利
政策。支局借助综合保税区优势，指导用好“区
内企业可以人民币或外币计价结算”便利化政
策为企业服务。去年以来，帮助绥芬河市三都
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内下游企业开展美元信
用证结算 5笔，金额 157.3万美元。综合保税区
内绥芬河方大囯际贸易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1
月 26日接到国内下游企业美元信用证通知，金
额 1094.4万美元，经支局指导协助后在最快时
间做到信用证收款。

精准施策，让出口延期收汇企业节约汇兑
成本。绥芬河百毅囯际贸易有限公司在疫情防
控期间受港口滞货、装船期限不确定等因素影
响，导致企业收汇期限延长，可能遭受汇率损
失。该支局得知后，与辖内银行共同商讨并制
定了“远期+择期”结汇的个性化方案，去年以
来，已累计为企业办理远期签约业务 610万美
元，远期履约 514万美元，为企业节约汇兑成本
25.7万元。

分类指导，让辖内涉外企业工作人员不走
弯路。支局采取现场辅导、电话与微信辅导、调
查问卷、座谈调研等多种方式，了解企业外汇业
务方面难题，开展外汇政策助企解难“春天行
动”，完成 300余家企业问卷调查，解决市场主
体问题及需求 28个。

政策精准服务
助力涉外企业获实惠

本报讯（姚自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杜
怀宇）近日，绥芬河市举行招商引资“冬季会战”
第一次项目集中线上视频签约大会，签约项目
14个，总投资 7.6亿元，包括能源、木材、粮食、
贸易、总部经济等多个领域，项目与绥芬河市未
来重点产业发展高度契合，标志着绥芬河市招
商引资工作迎来新年“开门红”，为绥芬河振兴
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据了解，招商引资“冬季会战”签约大会，是
新一年绥芬河市委市政府召开的第一个经济会
议。绥芬河市在抓疫情防控的同时，直面经济
发展中存在差距，充分发挥口岸优势潜能，以更
大力度抓招商引资，抓经济建设，数九寒冬掀起
招商引资热潮，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形成拉动
增长的“乘数效应”。

据介绍，绥芬河市招商引资“冬季会战”时
限为 2021年 11月 1日至 2022年 4月 30日，目标
是实现全口径引进域外资金 18.3亿元，签约项
目 58个。自 2021年以来，绥芬河市持续巩固招
商引资“百日会战”成果，压茬启动“再战一百
天”专项活动，合力攻坚，全市举办 8场集中签
约活动，签约项目 141个。“再战一百天”取得的
丰硕成果，为加速实现贸易额、项目数、投资额、
市场主体“四个倍增”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加快
推动绥芬河自贸片区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力。

招商引资“冬季会战”开展以来，绥芬河市
全面整合边合区、综保区、互贸区“三区”和招商
职能部门、招商小队力量，及时汇总招商线索，
分拨招商任务，形成步调一致、全面出击、一体
推进组织机制，确保主要精力用在抓招商、引项
目上，强化考核激励，活化招商奖励机制，加大
招商引资在考核中的权重，职能部门认真抓好
签约企业的对接、跟进、服务，争取合作尽快落
地、企业及早受益。

目前，全市上下凝聚共识，全面动员，迅速
掀起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扛起招商引资责任，
助推绥芬河破浪前行。同时，职能部门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企业“服务员”，把服
务好现有企业作为最好的招商引资手段。对于
在绥芬河过货的外地企业，主动对接服务，鼓励
业务回流，把更多的外贸业绩体现在绥芬河、留
在绥芬河。

招商引资“冬季会战”
首签7.6亿元

□文/摄 戴航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怀宇

绥芬河市税务局在自
贸片区发展中通过不断丰
富办税手段，创新办税渠
道，受理涉税（费）业务以

“网上办为主、智慧办税厅
为辅、窗口最后兜底”的方
式，实现了不断压缩办税时
限，降低了纳税成本，提高
了办税效率，便捷多样的办
税方式受到了广大纳税人
的认可与好评。

“智慧办税让办税厅更
安静了”，“大厅里能感觉到
十足的科技范”。近期，绥
芬河市税务局收到了纳税
人对智慧办税服务厅反馈
的好评。绥芬河自贸片区
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的智慧
办税厅使用面积约 350平方
米，投入各类自助设备 40余
台，为辖区内纳税人提供全
新的智慧办税体验，其中 24
小时自助办税服务厅在下
班以后和休息日仍可为纳
税人提供发票申领、发票验
旧、报税清卡、申报纳税、智
能取件等服务体验。

闫冰是绥芬河市一家
企业的会计，每天都要和税
务局打交道，24小时自助报
税业务的开通，让她切实感
受到了税务部门为民为企
业服务带来的便利。她说：

“现在到税务局办理业务既
方便又省事，很多业务都可
以实现自助办理，而且自从
开通了 24小时自助办税厅，
我们企业可以随时来办理
相关业务，而且还能同城领
购发票，保税区的企业也可
以在这里领购各类发票和
进行网上申报，对我们纳税
人来说既节约时间又节省
成本，非常满意税务局的工
作。”

智慧办税厅让纳税人
感受到办税便利的同时也
体会到科技改变生活，数字
助力生产。

绥芬河市税务局智慧
办税大厅首席导税员贺伟
在说，纳税人在智慧办税服
务厅内，只需要携带本人身
份证，使用自助办税终端或

者自助办税电脑，全天候都可以完成税
费申报及缴纳，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
票等涉税业务，并有专人进行辅导。在
政务服务中心建成 24小时离厅式自助
办税厅，开启同城通办，全天候办税新模
式，截至目前通过自助办税终端发售发
票 7191户次 177513份，绥芬河综合保税
区纳税人在自助设备领购各类发票合计
超过 6000份。

同时，纳税人、缴费人可以通过使用
电子税务局、自然人电子税务局、个人所
得税 APP 等办公软件就可以办理完成
税费申报、税款缴纳、发票申领、车辆购
置税申报等 188项“不见面办税”业务。
贺伟在说，税务局先后对企业财务人员
进行多轮培训，实现电子税务局注册率
100%，网上申报率达 99.76%，电子缴税
率 100%。实现了让广大纳税人“多走网
路，少走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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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柴清全 梁海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怀宇

近日，记者驾车驶向绥芬河市郊东南方的
乡道。车子通过一个边防卡口后，拐进一个驶
入山顶的小路。崎岖陡峭路面上，只有两行车
辙若隐若现。伴随着一路颠簸，一座位于山顶
林间的执勤哨所显露出来，这就是绥芬河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铁路口岸的三号洞执勤点。

“你们进屋暖和暖和，我先上去检查一圈。”
与我们一同上山的是该站执勤四队的副队长杨
尧，他每次到三号洞执勤点的第一件事，就是沿
着铁路先巡察一圈，这次也不例外。

绥芬河三号铁路隧道（三号洞）始建于
1899 年，于 1902 年竣工，至今已有 120 年的
历史。作为中东铁路东部线的终点，它承载着
厚重的历史，见证了时代的变迁。青山之上，密
林之中，三号洞执勤点作为入境列车的第一道
关口和出境列车的最后一道关口，驻守在这里
的民警夙兴夜寐，脚踏风雪，日夜坚守祖国边境
一线。

“队里来了许多新同志，我这个老同志不得
带带他们呀？”杨尧说。绥芬河铁路口岸是全天
候的通关口岸，在火车入境出境的这几十里路
程中，执勤四队的执勤点就有三个，为此杨尧总
是忙完这头又去那头。

在叮嘱完执勤民警岗位职责、检查好勤务
装备后，杨尧带着几名新同志开始了一天数次
的沿线巡逻。

三号洞执勤点到二号洞口这段路位于山脊
之上，铁轨的两侧是陡峭的山谷，谷内灌木丛
生，视野较差，巡线民警既要观察沿线的风吹草
动，还要注意灌木丛中的蛛丝马迹。路程还未
过半，在东北零下 20多摄氏度的寒风中，巡线
民警的口罩上帽徽下已经结满了冰霜。

“快过年了，咱们一起给家人拍段祝福视频
吧。”巡逻间歇，杨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福字和
对联，向全国人民和家人送上一份新年的祝福。

疫情困扰了这座边境小城两年，杨尧也
有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今年是第 3 年。工
作闲暇之余，杨尧都会给父母拨通视频电话，
聊聊家长里短，工作琐事，但反复出现最多的

话都是：别担心，都挺好的。聊天的时间都不
长，互相道完平安后便不敢多聊，只怕那只言
片语道出的是不尽的挂念、浓浓的思念，反到
有些担心。

临近年关，业务愈加繁忙。“队中有不少
同志一年中上勤、隔离 200 多天，多年没回家
过年的也不在少数。”杨尧心想，理应让这些
同事回家过年，自己也没啥大事，只有一点比较
惭愧，今年过年本来答应带女友回家看望父母，
就只能先放一放了。

“眼看快到中午了，我给你们露一手。”阵阵
香味扑鼻而来，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番茄炒蛋端
上了餐桌。看着墙上贴的福字，再加上一桌丰
盛的菜肴，新年未至，但年味浓浓。

“队长，今年过年等你来包饺子。”“没问题，
有什么想吃的和我说，我去采购。”

其实，对杨尧来说，在哪过年都一样，这边
是边关与战友，那边是亲人朋友，都是他生命中
不可或缺、难以割舍的。

边检 年关驻守“三号洞”

据介绍，绥芬河边境合作区现有企业
154家，规上企业 33家，其中木业及相关企
业 136户，粮油加工企业 3户，食品海产品
企业 8户。通过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上门
服务、全程跟踪服务等方式，边合区管理部
门主动作为，帮助企业理思路、定规划、想
办法。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状态下，绥芬河边
合区对全区 154家企业进行网格化管理，
管理人员每天深入到企业中开展日常防疫
检查。针对存在高风险隐患的 18家企业
进行重点管理和检查，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不中断。
边合区负责人介绍，2022年他们将扩

大木材落地加工规模，推动木材加工向规
模化、平台化、精深化、高端化、品牌化方向
发展，打造百亿级木材加工园区；以自贸创
新和互贸政策为依托，打造粮油加工、食品
加工、海产品加工、中药饮片加工等四大产
业园区；创建科技创新研发中心，推动专利
产品、科技产品、林化产品转化，提高产品
科技含量和质效，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将
边合区打造成为创新示范区、发展先导区、
产业集聚区。

向“百亿级”和“四大园区”迈进

绥芬河边合区

转型升级搭鹊桥 助力企业三级跳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怀宇

绥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众多企业公
司立足口岸优势，勇于破局，连续实现产
业升级“三级跳”，趟出了一条适合自己
的转型之路。十多年来，创业者们扎根
绥芬河，依托百年口岸拥有俄罗斯丰富
的木材资源优势，走出一条从代加工到
创品牌、从单一产品到产业升级之路，并
搭乘上如今网络销售的时代快车。

多年来边合区管
理部门向企业宣传绥
芬河相关优惠政策，帮助企业
办理营业执照，帮助企业选址，介绍
项目落地相关流程，并帮助企业解
决有关困难和问题，建立起企业落户兴业
的决心和创业的信心。

绥芬河今日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志
明谈起自己企业的“三级跳”，感慨良多。

2003 年，于志明来到绥芬河，2007 年
开办今日经贸公司，从事原木进口贸易，
2010年开发绥芬河木材交易网、木材交易
中心，搭建口岸木材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之
后又开办了今日木业公司。

创业之初，今日木业只做板材和半成
品加工，为国内大型家具企业代工，生产实
木部件。那时，他独具慧眼，注册了“百年
口岸”品牌商标。从小菜板做起，打造旅游
伴手礼，打开了市场销路，目前在全国十几
个省市共有经销代理商 400多户，如今产
品已远销国内外。利用品牌效应，把一个
小菜板，打造成年产值千万的大产业。

创新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如今于志
明瞄上国内家具市场，从简单的木凳做起，
到中式家具、木制工艺品等实木产品，向内
挖潜，巧妙地利用绥芬河“木业之都”丰富
的市场原料，将其他企业的边角料派上大
用场，创造高效益，利润可观。现在，他的
企业已经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双鸭山、黑
河、大庆都有产品经销商，每个月的家具、
家装产品订单达到 40 万元，产品供不应
求，月销售额已达到 50万元，并借助直播
带货打开畅销大门，前景极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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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绥芬
河边境经济合作
区的扶持和帮助
下，驻区企业才
能如鱼得水，平
稳发展。针对企
业发展存在的厂
区小、资金困难
等问题，边合区
管理部门牵线联
姻，总建筑面积

17.6万平方米的绥芬河实木家居产业园一
期新厂房目前已经完工，春节后即将投入
使用，将实现产业快速升级。合作区内大
批生产套装家具、整屋定制、家具部件、桦
木橱柜的企业，还将组建木制家居产业联
盟集群，带动周边和下游家具企业到绥芬
河投资合作。

绥芬河市益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借
口岸优势、自贸区机遇和互贸政策，打造
燕麦进口落地加工“样板间”。这家公司
来自内蒙古，于去年 4 月 18 日正式投
产。他们针对不同人群，打造高端、多形
式、各种口味的燕麦产品，销往全国。作
为牡丹江市百大项目和绥芬河自贸片区
首批农副产品加工项目，这个项目占地面
积 9900 平方米，日生产能力 200 吨，年生
产能力 6 万吨，主要是对大麦、燕麦、荞
麦、油葵等多种农副产品进行脱壳加工，
预计年产值 2.5亿元，利润 5000万元，年纳
税额 2000万元。

公司总经理冯建国说，落户绥芬河口
岸投资兴业，就是看好了口岸优势，毗邻俄
罗斯原料产地，有铁路和公路两条通道运
输的便利，原料进口高效便捷。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合作区管理部门优良的服务。

筑巢铺路吸引企业落地

工作中目不转睛。

小分队巡逻铁路线。

智慧办税大厅。

俯瞰绥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俯瞰绥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

小菜板精细加工。

木业企业
在有序制造产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