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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山东正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贵公司与我行 2014年 1月 27日签订的

《借款合同》（编号：2014 年齐银借 0501 字 011
号，下称“合同”），我行已依约向贵公司提供了贷
款柒佰万元。 鉴于贵公司严重的违约行为，现我
行根据合同的约定， 宣布合同项下贷款提前到
期。 请贵公司立即筹措资金， 于 2014年 11月 3
日前归还全部借款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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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进校园

导报讯 日前， 垦利县食药监

局胜坨监管所走进胜坨镇小学，张贴

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栏，开展食品安全

宣传工作，为师生提供食品安全小常

识，并对该辖区的“小饭桌”进行公

示，接受群众监督。 （马长宝）

胜利中心税务所
推进代征工作落到实处

导报讯 东营市地税局胜利中

心税务所今年开展代征工会经费和

残保金工作， 着力于提升纳税人对

代征工作的遵从度。

该所通过网络窗口在线咨询、深

入企业集中区域开展宣传等方式，向

纳税人进行深入详尽的讲解。 在征

收过程中严格把关， 向纳税人重申

按实提供基础数据的义务和相关法

律责任，提升纳税人的申报积极性。

对申报数据存在疑点的纳税人 ，及

时向社保科反馈情况， 并督促企业

提供真实数据予以核查。 （杨建军）

东城中心税务所
减免小微 98.6万所得税

导报讯 东营市地税局东城中

心税务所认真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

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共为符合

条件的 30户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
得税 98.6万元。

该所运用外部网站、政府信息公

开平台等载体， 定期向小型微利企

业纳税人发送最新税收政策。 审查

企业财务报表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

中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从业人数

和资产总额等数据， 确保企业及时

享受优惠政策。 （田海云 李龙翔）

! ! 垦利县位于山东省东北部黄河
三角洲地区的黄河最下游入海口
处。 随着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
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相继
上升为国家战略，垦利县处在了两
大战略叠加、“黄蓝经济”交汇的核
心位置。 垦利县牢牢锁定建设黄蓝
经济示范区、和美幸福新垦利这一
总目标，始终坚持发展至上、民生优
先两项原则，深入实施黄蓝两大国
家战略，全力打造“黄蓝经济示范
区”。

2012年 8月，垦利县顺应实施
黄蓝国家战略的新形势，提出了全
力推进现代化黄河口生态新城、沿
黄生态产业带和东部海洋产业区、

中部新型工业区、 西部现代服务区
“一城一带三区” 建设的总体思路，
拉开了黄蓝经济示范区建设的发展
框架，形成了转型升级的强劲势头。

在垦利， 黄蓝经济的充分融合
带来的是生态文明引导下的绿色发
展。垦利以实施国家战略为统领，以
项目建设为抓手， 全面构筑生态系
统，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呈现出抓项
目促发展、抓调整促转型、抓生态促
提升的良好态势。今年上半年，该县
实现生产总值 199.6亿元， 同比增
长 12.8%；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 154亿元，同比增长 18.9%；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224亿元，同
比增长 17.1%；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1.5亿元，同比增长 13.1%。
如今，生态产业成为垦利实现

高端高质发展的“金钥匙”，更成为
促进高端产业发展、激发民智民力
的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2014年 10
月 18日至 20日在垦利县举办了以
“绿色、科技、品牌”为主题的第四届
黄河三角洲（中国·垦利）国际生态
农业博览会。

自 2011年以来,垦利县已连续
举办 3届黄河三角洲 （中国·垦利）
国际生态农业博览会。在政府重视、
行业支持及主承办单位共同努力
下,博览会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
提高、影响与日俱增,成为现代农业
展示的窗口、沟通的桥梁、互动的平

台, 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作为本届农业博览会的重要活
动之一，“中国食品安全 30 人论
坛———食品可追溯技术论坛” 同期
召开。 论坛邀请了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工程学院副院长胡小松、 国家食
品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助理李宁等专
家，围绕食品溯源机制与食品安全，
以及食品溯源在流通环节、 粮食安
全、 进口食品安全等方面做了专题
演讲。

本届农业博览会异彩纷呈，举
办了东营市农业产业合作（投资）项
目签约仪式、 利用阿联酋迪拜孵化
器开拓中东市场暨现代农业科技成
果推广交流会、 黄河口大米品牌推
介会等系列活动。

河海交汇大潮涌， 黄蓝融合竞
风流。 在黄蓝国家战略引导下，24
万垦利人民在黄河入海口这片年轻
而广袤的大地上， 挥洒着无限的创
业激情，抒写着绚丽的历史篇章。

（张林林 陈新明 郭晓梅）

! ! 导报讯 近年来，石化行业产
能过剩矛盾加剧成为企业发展的瓶
颈，山东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迅
速调整公司产业结构，提出了淘汰
落后产能与产业转型升级并重，油
品提质增效与石化链条延伸两翼齐
飞的发展战略。

一是技术改造助油品提升。 公

司先后攻克劣质原油加工、 节能减
排等关键技术，实现原料多元化、自
主技术成套化、油品生产低碳化。拟
建设投资 15亿元的 160万吨/年馏
分油加氢精制项目、30亿元的 300
万吨/年 VCC、15 亿元绿色煤电气
一体化（IGCC）等一系列升级改造
项目， 公司汽柴油品质处于全省领

先地位。 二是创新驱动促产业链条
延伸。公司利用炼油关键技术优势，
先后淘汰 10 万吨/年延迟焦化、15
万吨/年常规蜡油催化裂化装置、40
万吨/年常减压装置等落后产能，炼
油行业不断向下游精细化工转移，
先后投资建设了 10万吨/年丁二烯
项目、15 万吨/年异戊二烯及其配

套项目， 实现了公司产业链条的完
美蜕变。

2014年前 3季度，垦利石化加
工原油 188.3 万吨 ， 同比增长
40.9%， 实现销售收入 153.6亿元、
利税 10.5亿元、利润 1.3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28.8%、8.8%和 20.4%。

（马金海 郭立平 程振辉）

东营地税分局：

开展土地增值税清算
导报讯 今年以来， 东营市地税局东营分

局加强土地增值税预征管理， 为土地增值税清
算工作不断提高质效夯实基础。

该局结合建筑和房地产开发项目档案资
料，分类建立土地增值税数据库，详细摸清各开
发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开发成本费用、销售、税
款缴纳等情况。在清算工作中建立了与房产、国
土、规划、物价等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按规定下
达清算文书，告知企业按要求准备清算资料，提
高清算的针对性和质量。 (刘海涛 苏洪）

开发区地税分局：

多措并举提高服务质效
导报讯 东营市地税局开发区分局采取多

项措施，提升纳税服务质量。
该局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 建立税企联系

人制度，为大企业开通办税绿色通道。强力推进
“先办后审”办税模式，实现“窗口受理、内部流
转、一窗出件”，按时公开“双定户”核定税额信
息，接受纳税人监督。 开展“规范进户执法”行
动，强化信息化管理机制。 （盖昊 刘娟）

垦利县地税局：

推进纳税服务规范落地
导报讯 日前，垦利县地税局采取多项措施

推进《全国县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相关政策
落地生根， 旨在建立更加优质便捷的纳税服务体
系，打通服务纳税人的“最后一公里”。

该局组织全员学习《规范》，促进全员在较短
时间内掌握《规范》流程操作，在各办税服务厅专
门设立《规范》宣传台，并且主动征询纳税人意
见、建议，提升纳税人对《规范》的认知和了解。

（薄芳 刘月）

黄蓝经济充分融合带来绿色发展

生态产业：垦利高质发展“金钥匙”

垦利石化两翼齐飞解产能过剩

2006年河口街道 0.6万亩沙化治理台田上的庄稼长势喜人

李白在《将进酒》中写到：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之水为
勤劳的黄河口人带来了不断新生的土
地资源，但是由于成陆时间短，地下潜
水位高，大部分土地质量差。 河口区土
地总面积 2365 平方公里， 耕地 57.35
万亩，耕地中 70%为中低产田，土壤改
良的任务十分繁重。

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增加群众收
入，河口区抢抓机遇，奋力攻坚，在全区
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工作，使这片
土地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科学规划 因地制宜闯新路

勤劳的河口人，在耕作过程中发现
排水河道两边土地改良效果好，并总结
出一系列改碱治碱的新经验。河口区农
开办对此提炼总结，不断探索适应本地
区发展的开发模式。 从 1996年开始实
施深沟条田的开发模式， 在新户乡 1.5
万亩中低产田项目中 0.5 万亩盐碱化
程度较高的地块加深排涝沟的深度，减
少排涝沟的间距，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时， 为进一步加强改土治碱效
果，河口区在全市率先提出了“上农下
渔”开发模式，在六合乡开发“上农下
渔”0.25万亩，到 1999年，共开发“上农
下渔”1.7万亩。 “上农下渔”开发模式的
提出， 为河口区盐碱地开发找到了出

路，河口区掀起了荒碱地开发的热潮。
采用“上农下渔”模式，台田长庄

稼，池塘养鱼虾，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受
到了农民欢迎。 自 1988年开始实施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至 2013年，共实施各
类项目 70 个、面积 95.2 万亩（含老项
目改造开发面积 ）， 累计投入资金
32996.4万元。 共计开挖疏竣各级沟渠
8127条，长 4606 公里，动用土方 5015
万方，扩大和改善灌溉面积 61万亩。

自项目实施以来，河口区共新增和
改善灌溉面积 61万亩， 改良土壤 8万
亩， 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3470万公斤。
114个行政村、9500户农户从中受益，
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加近 1000元。
在 2011 年春旱中和 2012 年、2013 年
两次涝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当地
群众欢迎。

五制管理 严格规范保质量

在项目建设中， 河口区严格推行
“项目公示制、 项目法人制、 招标投标
制、 工程监理制和全程审计监督制”五
制管理法，从制度上做好保障。

从施工准备开始，即聘请有资质单
位，制定科学的招投标方案，从严掌握，
选择有实力，认真负责的施工队伍和监
理单位。 生产施工中，区农开办和项目
单位的技术人员，总是盯工地、守现场，

认真负责，严格管理，全程示范指导。质
量问题一律进行 “责任追究”， 不达标
准，坚决返工。

河口区义和镇 1万亩中低产田改
造项目，位于黄河古道，是王庄二干引
黄灌区，土地不平整，属粉沙性土，土壤
颗粒粗，渗透系数大，自然养分低，土地
治理难度大。 项目总投资 960万元，其
中中央财政资金 600万元。施工中克服
各种不利因素，自 2011年 10月开工开
工，2012 年 4 月底就完成了全部建设
内容， 并于 6月初通过了东营市财政
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组织的市级验
收。 2012年当年度新增产值 774万元，
实现利润 270.9万元，受到了项目区农
民群众的欢迎。

2013年， 在六合街道实施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 16个行政村，面
积 1.3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1.2万亩。土
壤为滨海潮土和盐化土壤， 土质盐碱，
由于田间配套工程部分年久失修，多数
沟渠淤积严重， 部分桥涵闸建筑物废
弃。项目区总投资 1673万元，实际投资
1703.44万元，2013年 10月动工，2014
年 5月全部竣工，7月份顺利通过省市
两级验收。 共疏挖各级排沟 252条长
127.5千米，修筑渠道 132条长 64.3千
米，新建各类水工建筑物 194座，植树
6.7万株。

项目建成后，达到“田成方，林成

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碱
能改”的设计目标，节面积水达到 70%
以上，成为高产、稳产、旱涝保收、节水
高效的高标准农田。 皮棉亩产增加 28
公斤，小麦亩产增加 160公斤，玉米增
加 170公斤，有效促进当地群众农业增
产增收。

四级会审 建管并行重实效

项目管理， 不仅包括建设过程，还
包含资金的有效调配和运转。河口区在
严格项目管理、确保质量的同时，还重
视加强项目的资金管理，严格落实县级
报账制度。

区财政局、农开办严格执行《山东
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县级报账提款管
理办法》， 所有开发资金一律按照项目
实施方案，实行县级财政资金报账管理
制度，专人管理、专户储存、专账核算，
项目实施单位要及时足额将自筹资金
缴入农业开发资金专户。 根据工程进
度， 对施工单位上报的工程量严格核
对、核实，并经“四级会审”来审核审定
工程量和资金款项， 全部审查无误后，
再由区财政直接拨付施工企业，确保资
金投入安全、有效。 竣工决算一律实行
“竣工审计”，同时还要接受社会监督和
舆论监督，提高资金的绩效管理水平。

该区不断创新管护机制，加强后续
监管工作。 项目建设完成之后，不是撒
手不管， 而是按照 “建管并重”、“谁受
益，谁负责”、“以工程养工程”以及“市
场手段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等原则进行
运行管护， 确保项目的长期运行有效。
项目镇街负责本级农业开发工程支级
沟渠路的管护（支级以上由区水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 支级以下所有沟渠路的
运行管护，按照“谁受益、谁所有、谁负
责”的原则，受益范围明确为某一行政
村的，实行“政府监督、村集体组织、农

户管护”的管护形式，由村民委员会直
接负责或委托受益范围内的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等进行管护；已明确归属企业
或个人管理的，由受益企业或农户个人
直接管护。

严格细致的管理，避免了重复建设
和门面工程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长久效用的发挥，实现了政府和
群众的“双赢”。

多措并举 多头并进促发展

为了保证项目的综合效益， 增加群
众收入， 河口区在农业开发中积极探索
土地开发管理的新路子， 引入新型经营
主体，加大土地流转力度，搞活土地经营
文章。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注重发挥农业
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的作用，促进了河口农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河口区耕地总面积 57.35万
亩，土地（耕地）流转的面积达 84389.39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14.72%。 共涉及农
户数 1.4万多户，其中转包 8035亩，互
换 608亩，出租 75746.39亩。 1000亩以
上耕地托管面积 53341.51亩， 大型托

管主体 16 家。 全区发展农业企业 83
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 10家，全
区农业龙头企业固定资产总额达到 10
亿元，实现销售收入总额 17亿元。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数量突飞猛
进，从 2007年的 8家发展到 2014年的
232家，涉及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及农
机信息服务等各个行业。总注册资金达
到 34356万元，固定资产总额 37792万
元。基本社员总数 1469人，土地经营规
模 7万亩。农民专业合作社三品认证达
到 16家，其中，2个绿色产品认证，1个
有机认证，13个无公害认证。

发展家庭农场 30家，其中，种养业
6家，畜牧业 5家，种植 19家，综合种养
殖农场 1家，主要从事小麦、玉米、水稻、
蔬菜等种植，土地流转面积 8825亩。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
越。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给自然留
下更多修复空间， 给农民留下更多良
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
美好家园” 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标准，勤
劳的河口农开人正沿着这一方向，开拓
进取，昂首奋进。

（荆栋山 王志勇 张学杰）

绿了荒原富了群众
———河口区农业综合开发纪实

! ! 自 1988 年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以来，东营市河口区累计投入资金 32996.4 万元，实施各类农业
开发项目 70 个、面积 95.2 万亩，共计开挖疏竣各级沟渠 8127 条，扩大和改善灌溉面积 61 万亩，改
良土壤 8 万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3470 万公斤。 114 个行政村、9500 户农户从中受益，农民人均纯
收入每年增加近 1000 元。

2008年河口街道 1.5万亩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区棉花丰收在即

土地开发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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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新户镇 1万亩土地完成中低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