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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成华区宇鑫网络技术服务部 丽水铭鑫企业管理服务部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成华区宇鑫网络技术服
务部与丽水铭鑫企业管理服务部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成华区宇鑫网络技术服务部将
其对借款人攀枝花市晶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担保人胡发雨、李雪婷，胡兵 ，郑英华，
魏大书项下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
原贷款债权本金对应的利息、担保权益等）依
法转让给丽水铭鑫企业管理服务部（详细转
让情况见附表）。成华区宇鑫网络技术服务
部与丽水铭鑫企业管理服务部联合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丽水铭鑫企业管理服务部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
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丽水铭鑫企业管理服务部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成华区宇鑫网络技术服务部
丽水铭鑫企业管理服务部

2023年5月22日
附：《公告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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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抵押物及保
证 人 情 况

胡发雨、李雪
婷，胡兵 ，郑
英华，魏大书

借款人名称

攀枝花市晶
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利息及其他权益余额(元)

7,180,996.18（暂计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后续的利息及其他权益依照（2016）
川0402民初530号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本金余额
(元)

8,969,608.28

遗失公告
●峨眉山市罗莱床上用品专卖店 公

章(印章编码为：5111815022267）遗失作废。

乐至县
秸秆综合利用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资阳讯（刘小绫 记者 汤斌）眼下，正值
小麦、油菜收割的季节。然而，农作物丰收后，秸秆如何处
理，一直是困扰农户的大问题。日前，记者在资阳市乐至县
大佛镇大佛社区的田地里看到，旋耕机轰轰作响，在机器
的来回翻压下，秸秆被粉碎入土，与泥土充分融合。经过时
间的沉淀，秸秆将变成沤肥，成为下一轮耕作的肥料。

“以前秸秆要么在地里烧掉，要么堆在田里，会影响下一
茬作物的生长，现在利用旋耕机原地将秸秆粉碎还田，省力省
时省肥还环保。”大佛镇洪彬家庭农场业主龚红兵告诉记者。

通过机械化还田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仅仅是乐至县
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乐至县农
业农村局在严格落实秸秆禁烧工作的同时，探索新模式、
应用新技术，通过机械还田化、秸秆饲料化等措施，持续推
进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良安镇红沙村兰花家庭农场饲养肉牛 60余头、羊 100
余只、猪 100余头，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草料。为降低饲料
购买成本，农场免费用车到田地里回收村民的小麦秆、油
菜壳，不仅解决了农户的烦心事，还能将秸秆变废为宝，实
现秸秆综合利用最大化。

“眼下，我们农场已经上门回收了1000余亩地的小麦秆
和700多亩地的油菜壳，增加村民收入约1.4万元，同时也为
自己省下了不少的养殖成本。”家庭农场主蒋后中说道。

“目前，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4%以上。”乐至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谢春梅表示，下一步，县农业农村局将持
续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治理工作，积极探索机械还田、沼
气制作、企业回收等综合利用，推动乐至县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宣汉百亩油菜高产攻关田
平均单产突破200公斤

四川经济日报达州讯（张平 漆楚良 周
浩瀚 记者 王晓英 赵权军）近日，由四川省、
达州市农业专家组成的测产组对达州市宣汉
县天生镇油菜百亩高产攻关点种植的油菜进
行现场测产。现场测产组专家成员、高级农艺
师、达州市农技站站长李小清说：“经过现场
测产验收，宣汉县百亩攻关点平均单产达到
202.5公斤，高产攻关田块达到了221.88公斤，
高产攻关田块单产水平位居全市前列。”

当日，在天生镇油菜百亩高产攻关点，
专家们通过机收、筛选、称重、测量水分等一
道道工序，对品种为“庆油 8号”的油菜进行
实收实测。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示范田”的先导示
范作用和服务引领能力，今年来，宣汉县在天
生镇率先打造油菜百亩高产攻关点，通过农
机农艺相结合、良种良法相配套，不仅使攻关
点的油菜种植水平、产量收益显著提高，也为
全县48万余亩油菜科学种植、绿色防控、轻简
高效种植模式的全面推广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将示范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下一
步，我们将加大高产攻关轻简技术推广力
度，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扩大示范面积，充分
发挥辐射引领效果；强化对油菜生产季高产
攻关技术指导，确保关键技术、关键措施落
地落实。”宣汉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高级
农艺师肖红说。

内江海关
出口检验检疫证书实现“云签发”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记者 毛春燕 李弘）近日，内江
海关通过属地查检业务管理系统暨检验检疫证书“云签
发”模式，向内江恒科报关代理服务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
一批甲状腺粉出具了兽医（卫生）证书。

这是该系统上线以来内江海关“云签发”的首份检验
检疫证书，标志着新的出口申报和证书签发模式在内江海
关辖区正式运行。

证书“云签发”模式将传统的现场领证方式转变为线
上办理，是一种“企业自主申报、海关智能审核、企业自助
出证”的证书申领便利化新模式。

“有了‘云签发’，我们可以自己在公司打印出口证书，
不需要到内江海关现场办理，缩短了领证环节时间，节省
了人力物力，太方便了。”相关出口企业负责人兴奋地说。

“‘云签发’模式是推进智慧海关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企
业足不出户即可在‘云端’实现证书申领，让进出口企业最大
限度地享受海关改革红利。”内江海关相关科室负责人表示。

为帮助企业掌握新的证书申领模式，尽快享受海关保
稳提质改革红利，内江海关提前谋划，对辖区企业及时开
展政策宣传，对重点企业采取一对一辅导，线上线下 24小
时应急服务等方式第一时间解决企业在应用过程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持续提高进出口企业通关效率。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张敏 记者 侯东）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
覆陇黄。”初夏时节，广元市朝天区7.8万亩小
麦逐渐进入收割期，蔚蓝的天空下，金黄的麦
浪翻涌，空气中充满了丰收的味道。

近日，羊木镇银岭村小麦种植区，该镇
“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的三台大
型联合收割机轰鸣着翻越田埂驶入麦田，在
收割机的来回穿梭中，只见金黄色的麦秆齐
刷刷倒下，被“吃进”机器里，随后，粉碎的秸
秆就被吹出来均匀地铺洒在麦田里，而黄澄
澄的麦粒在麦农爽朗的笑声中，沉甸甸地落
入一旁的拖拉机斗里，堆成一座座金子般的
小山。

“以前 1亩麦田从人工收割到脱粒，至少

得 5个工人，要花 500元，人晒得脱皮不说，麦
芒还割人得很，手臂上全是划伤；哪像现在，
一台收割机十多分钟就完事儿啦，而且只需要
100元。”亲历曾经“黄金铺地、老少弯腰”到现
在“只闻机器响、不见人奔忙”的飞跃，银岭村
60多岁的麦农郑廷富感慨万分的同时，对未来
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也有了更美好的期盼。

“借助农业机械，我和老伴明年再多种个十亩
八亩地没一点儿问题。”郑廷富笑着说。

近年来，朝天区依托农业机械化补短板
行动，以推进粮油全程机械化生产为目标，认
真开展农机管理和社会化服务，建立“机械+
技术+加工+销售+服务”综合农事服务组织，
推出“全程机械化+土地流转”机农合一、“农
机服务+土地托管”机农联姻等服务模式，充

分发挥农机高效、便捷、智能的作用，有力助
推了农民增产增收。

机械化收割的欢快“丰收曲”，也在沙河
镇飞仙关社区奏响。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朝天区农业农村局在飞仙关社区同步开展了
主要粮油作物机械化收获减损培训，切实推
进粮食机收提质减损工作，进一步降低粮食
作物机收环节总损失率，为保障粮食安全提
供更有力的机械化支撑。

“今年，我种了100多亩麦子，通过机械化
作业，一台收割机 3天就能抢收完。”阳光下，
一望无垠的麦田里，低垂的麦穗颗粒饱满，丰
收的喜悦挂在种植大户罗成全的脸上。记者
看见，小麦收割完成后，大型旋耕机迅速进入
麦田开始接续工作。“20多分钟，就能翻耕1亩

地。”罗成全用手抓起翻耕过后的土壤，啧啧
称赞，“俗话说‘土地翻得深，黄土变成金’，大
型旋耕机土翻得大概有30公分深，打得细，还
平整松软，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窝坑。这样的
地庄稼的根更能深扎进去，生长得更好，产量
也更高。”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方式，
到如今马铃薯、大豆、水稻在部分地区实现全
程机械化作业，朝天区种粮之路越走越宽。据
了解，截至目前，朝天区农业机械总动力 18.5
万千瓦，拥有各类农业机械 5.5万台（套）；各
类农机人员 2.9万余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7.81%。目前，该区正积极
调动农机，引导农民抢晴夏收，小麦和油菜收
割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全部结束。

今年以来，德阳市税务局聚焦税费服务
新体系建设，牢牢树立“以纳税人缴费人为
中心”服务理念，不断创新高效务实服务举
措，创新建设“德税·云家”办税缴费服务生
态，推动精细服务提质增效，营造更优税收
营商环境。

“我们通过科学配置服务资源、优化业务
流程、强化平台支撑，着力构建更加智能化的
税费服务支持体系，以专业化团队模式为全市
纳税人缴费人提供升级版的税费服务。”德阳
市税务局税费服务支持中心负责人王蕾说。

“德税·云播”做优可视答疑
“各位亲爱的纳税人朋友，欢迎来到德税

云播第一期可视答疑的直播现场……”在德阳
市税务局青年联创中心直播间内，一场以“‘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解读及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答疑”为主题的直播开讲。
当天直播累计有1.54万人次观看，共有493条
互动评论，现场针对119个问题进行了解答。

据介绍，自“德税·云播”品牌推出以来，
已累计开展3期可视答疑直播，累计观看人次

超 3.4万，评论 1140条，解答弹幕提问 272条，
收集整理高频提问119条。

“德税·云课”做实热点解读
“德税·云课”通过聚焦社保非税政策宣

传和咨询热点内容，采取实景+动画的形式，
向缴费人传递更多实在的热点政策解读和操
作实务。

“一边看视频，一边跟着操作，社保费的
选档和代扣缴费在几分钟内就做完了。”德阳
市旌阳区灵活就业人员张女士在办理完退休
超龄续缴人员登记后，通过观看“德税·云
课”，快速办理完自己所需业务，“这种形式很
直观、很方便，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生动的操作
指引视频。”

据悉，2023年“德税·云课”第一批计划制
作7期，1期已在德阳税务微信公众号、全市各
大办税服务厅、地方融媒体发布，后续 6期也
将陆续发出与公众见面。

“德税·云晓”做深问需解难
“二次问需”“三大清单”，是“德税·云

晓”实现精准问需解难的独特之处。一方
面对纳税人缴费人深度问需解难、精准提
供分类“线上问需”和“二次问需”服务，另
一方面专攻服务渠道运营的管理缺陷和
业务办理“疑难杂症”，改进提升整体服务
质效。

“‘二次问需’就是每月建立纳税人缴费
人问需名册，梳理形成《二次需求清单》。对较
易处理的问题，及时通过电话予以解决，对需
主管税务机关解决的问题，及时形成转办工
单，实现闭环管理。”“德税·云晓”团队组长陈
颖介绍说，“三大清单”是在《二次需求清单》
基础上进行深化拓展，建立《疑难杂症清单》
和《缺陷问题清单》，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补
齐工作短板。

截至 4月底，“德税·云晓”团队已完成对
837户纳税人的“二次问需”，收集问题及意见
建议162条，均已全部解决反馈。

“德税·云眼”做精数据展示
“德税·云眼”平台是由德阳市税务局青

年联创中心数据专班分中心专门为税费服务

支持中心打造的税收大数据监控平台。
据王蕾介绍，“德税·云眼”实现了对全

市税费服务资源调度的实时把控；对税费
数据的实时呈现，对业务类型、渠道、地域
分布进行分类监控；对依申请高频事项的
业务量进行总量监控；对单项业务的办理
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对即将逾期事项，进行

“点对点”推送提醒，确保涉税事项准期办
理，高效办结。

王蕾表示，“云眼”是整个“云家”的数据
支撑，进一步突出了以数治税的优势和重要
性，目前“云眼”平台上已经常态化运行 10个
模块，今年将结合“纳税人满意度”和“营商环
境”，扩展建设新的专题模块。

“下一步，德阳市税务局将持续拓展‘德
税·云家’办税缴费服务生态，把转变税费征
管服务方式的改革探索实践转化为‘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制度性成果，在提升纳税人满
意度和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中彰显德阳税务
新作为。”国家税务总局德阳市税务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赵强表示。

（刘宇丰 罗琳 钟正有）

泸州龙马潭区
彩绘亮相街巷 尽显“酒城”文化魅力

四川经济日报泸州讯（陈星宇 方旭 记者 庞玉宇）5月
19日，以“穿越泸州、微醺泸州”为主题的街巷彩绘亮相“这有
光”24小时文旅街区。萌萌的“酒麒麟”卡通形象，配上绚丽的
彩绘艺术，在玩转潮流的同时，也尽显泸州酒香迷人的魅力，
以及泸州人民拥抱幸福、美满惬意的生活状态。

在位于龙马潭区的“这有光”24小时文旅街区，记者看到，
街巷彩绘以“酒麒麟”为创意主体，长70米、宽4米，占地280平
方米，不管是萌萌的“酒麒麟”卡通形象，还是各具特色的笑脸
形象，在闹市街区里都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潮流与时尚。

据了解，此次街巷彩绘以“穿越泸州”和“微醺泸州”为
主题。“穿越泸州”板块以泸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跳格子游
戏开始，以“酒麒麟”卡通形象的成长为主线，展示泸州发
展历程，同时穿插部分笑脸形象，营造出潮流时尚的氛围。

“微醺泸州”板块则以“风过泸州带酒香”为题，以“酒麒麟”
喝酒状态和身抱酒桶的卡通形象，表现微醺后内心的愉悦
和泸州酒香迷人的魅力，从而展现出泸州人民拥抱幸福，
美满惬意的生活状态。

“我们选择酒麒麟卡通形象主要基于泸州浓厚的酒文
化，通过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地面涂鸦形式，使它成为周边
居民乃至泸州市民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擦亮泸州城市品牌
名片。”“这有光”街区企划部负责人钟进云说道。

四川经济日报讯（胡智 汪水彬 记者 汤
斌 文/图）“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5月
20日，成都东部新区石板凳街道长堰村9组
一田间内充满了欢声笑语——该街道“探
索农耕文明，快乐田园农事体验”插秧实践
活动在这里开展，30余名“小小农夫”挽起
裤腿，亲自下田插秧，体验农事知甘苦，感
受乡间魅力，了解农耕文化，养成尊重劳
动、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这样插，这两个手指这样插下去，沿
着这条线插，保持秧苗垂直……”活动现
场，拥有丰富农业种植经验的文维明给孩
子们详细讲解了插秧的基本要领，手把手
教孩子们规范插秧。“下田啰！”随着一声吆
喝，孩子们脱掉鞋袜，挽起裤脚，光着脚丫，
奔向稻田，孩子们左手拿苗、右手插秧，拿
捏深浅、斟酌间距，将秧苗一束束认真插入
水田中，不多时，一排排嫩绿的秧苗，便整
齐地铺展在田间里。

“我们学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虽然知道种粮食的辛苦，但通过今天的插秧
体验，让我切身体会到了田间劳作的辛苦、
粮食来之不易，我们要爱惜粮食、懂得节
约。”参加活动的小朋友胡佳静说道。

“现在的孩子大多数养尊处优，不能体
验劳动的艰辛，有的难免生出骄奢之气。只

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体会劳动的辛苦，
才能够珍惜粮食，尊重劳动人民。”家长文
强觉得这样的劳动体验活动很有必要。

据悉，该街道开展此次农耕文化体验

活动，旨在培养孩子们养成热爱劳动的习
惯，让孩子们了解水稻种植知识，亲身体会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杜
绝浪费。

广元朝天区：机械化助力夏粮收割颗粒归仓

德阳：“德税·云家”打造更优办税缴费服务生态

成都东部新区石板凳街道：“小农夫”插秧忙

体验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