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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庆辉

“没有发票，后续的服务无法保障，这是
个很严重的问题，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欺骗。”6
月14日，本报刊发了题为《手机买了，发票去
哪儿了》的报道，经潍坊论坛转载后，网友
“秋天”跟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潍坊移动称未发生此类事情

6月16日，自称为中国移动潍坊分公司新闻
发言人的张帅，在主动联系记者时表示，不理
解记者所提到的“不是个例”什么意思，称已
询问移动公司内部员工，并未发生此类事情。

张帅表示，潍坊移动营业厅内销售非合约
机不开发票情况无法自行核实，只就合约机发
票的开具情况做出了解释。张帅表示，移动公
司是一般纳税人，在采购用作签署合约协议的
手机时，已缴纳相关税费。合约机发放给客户
的过程中，并不产生增值，所以不存在偷税漏

税行为。如果客户维修需要提供发票，可以提
供。

6月19日，记者联系张帅时，张帅却称自己
目前正在休假，不在工作状态，表示自己不能
代表移动公司，也不接受电话采访。

“非合约机不需要主动开发票吗？说不是
普遍情况，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反映在移动公
司买的手机没开发票？”家住潍坊奎文区的市
民王先生说。

针对移动公司的说法，记者采访了潍坊市
国税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的工作人员韩立东。韩
立东表示，消费者购买手机时，商家有义务按
规定开具发票。

据了解，省国家税务局早在1999年即下发了
《关于明确普通发票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
规定：向消费者零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服务，数额
在10元以上的，应一律按规定开具发票。如消费
者索取发票，则无论金额大小，应一律予以开具；
向消费者零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数额在10元以下，
且消费者没有索取发票的，可免予逐笔开具，但
需在每日结账时汇总填开发票。

开话费发票现象有待规范

潍坊市国税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存话费赠送手机，手机的获得属
于“视同销售”行为。虽然说是赠送，其实还
是销售行为。“把合约机的税费和话费的税费

开在一张单子上，肯定不规范，有待调整。”
“赠送手机不是‘视同销售’行为，这是

我们比较特殊的一种促销手段。属于赠品，不
予开发票。”张帅否定了赠送的合约机属于
“视同销售”行为。

6月17日，0536—12366纳税服务热线的工
作人员接到一通求助电话，该市民在一家移动
手机销售点预存了299元话费，获赠了一部手
机，工作人员未开具发票。现在手机出现了故
障，维修人员要求提供正规发票。

“在6月1日通信行业‘营改增’后，这种
情况下的发票怎么开？尚处于业务讨论环节，
还没有文件出台。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我们
在尽量争取帮助消费者开具出手机发票。”
0536—12366纳税服务热线的601号话务员说。

“我们不是手机厂家，开不了手机的发
票，合约机用户要开也只能开话费的发票。”
潍坊市高新区东方路中国移动手机连锁卖场工
作人员说。

“如果是合约机，即使没有销售手机的发
票，但是如果消费者持与移动公司签署的合约
机单子到售后维修点维修，也是可以生效的。
但是如果不是合约机，没有发票的话，肯定不
行。”三星手机潍坊售后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移动大厅手机卖场监管存漏洞

“老年人机，又不值钱。不用开发票，就
开个收据吧。”家住潍坊高新区的刘女士清楚
地记得在移动营业厅购买手机时，该营业厅工
作人员这样回应刘女士开具发票的要求。

“如果移动公司不开发票，但是把这部分
税款体现在了税款申报表上，即不构成偷税漏
税行为。是否属于偷税漏税行为？需要税务稽
查部门核实后才能下结论。”潍坊市0536—
12366纳税服务热线601号服务员告诉记者。

据潍坊高新区的李先生介绍，他在潍坊东
方路中国移动手机连锁卖场购买手机时，工作
人员自称是个体经营户，但盖的是‘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的章。
“卖场租给个人，税务部门查移动公司账目
时，‘个体经营户’的销售额纳入移动公司缴
税的范围吗？”李先生问。

“是这样吗？具体情况我不清楚，需要具
体核实哪个营业厅、哪个机构、哪个人在这样
做。制服并不是国家要求，不像警察、法院等
部门，谁都可以穿谁都可以买。虽然我们有监
管职能，但是他们穿什么衣服，是他们的自
由。”张帅说。

对个体经营户开收据加盖“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市区营业专用”
公章，以及个体经营户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山东有限公司潍坊高新分公司客户经理”名片
的现象，张帅表示需要核实。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刘久平 宋晓东

安丘市在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三八六”环
保行动和生态治理等政府重点治理工程中，从解
决好乡村垃圾处理、围村污水河治理和拆除石灰
窑等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入手，着力打造生态
宜居美好家园，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

17168个垃圾箱

亮相村头巷尾

6月17日上午，在凌河镇小儒林村，几名身
着橘黄色环卫服的保洁员正在清扫路面。小儒
林村党支部书记张德宝指着路边的一个垃圾桶
说：“现在只管把垃圾放进垃圾桶就行了，每
天都有垃圾清运车负责清理，既干净又省
事。”

凌河镇环卫所所长王金光介绍说，镇上配
备了8台垃圾清运车，每天早上9点前，垃圾就
全部清运完了。目前，该镇共有保洁员283名，
145个村的环卫一体化工作全部实现“整体托
管”。

“我们致力于打造环卫一体化的‘安丘样
本’。”凌河镇纪委书记刘洪礼说。去年以

来，凌河镇结合省“乡村连片治理”试点项
目，在全镇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动用机械500
多台次，清除“五大堆”2000立方米，新修、
复修砂石路1 . 5万米，修复排水沟6 . 9万米，栽
植绿化苗木13万株，镇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今年，安丘市财政投入2600多万元, 选聘
3247名保洁员，配备垃圾挂桶收集转运车辆79
辆、垃圾桶17168个，建设安丘市无害化生活垃
圾处理场，日处理生活垃圾400吨。目前，这个
市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覆盖率已经达到100%，
城乡环卫一体化专业化托管100%，全市建立起
城乡一体的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实现了城乡垃圾
日产日清、经常化、规范化的管理目标。

50余条河流

条条清澈

安丘市境内共有大小河流50余条,这些滋润
安丘大地的河流一度因污染而变得混浊不清。

安丘市从治理群众身边的污水河入手，不
断加强生态治理力度，几年下来成效明显。该
市环城河城区段全长6050米,因担负着市南区的
排污功能，多年前成为困扰居民的“龙须
沟”。该市先后启动投资1 . 2亿元和1 . 9亿元的

环城河一期、二期改造提升工程。这条与城区
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中之河,逐渐变得清澈起
来,一步一景,越来越美了。汶河是安丘的母亲
河,这个市在提升汶河水质的同时，实施了全长
5600米的汶河两岸景观改造工程，打造了一条
靓丽的沿河生态景观轴。

安丘市还投资2445万元对洪沟河进行治
理，并完成了汶河、渠河治理和卧龙闸除险加
固、鲤龙河小流域治理等重点水利工程。投资
1 . 2亿元对市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墨溪河污
水、霸王沟、七里沟等污水直排消灭工程顺利
推进。

如今，流经安丘大地的50余条河流已经条
条变得清澈了。

拆除115处石灰窑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5月29日上午，在辉渠镇朱家河村，一辆大
型挖掘机正在清理3处已拆除的石灰窑废墟。辉
渠镇纪委书记周松山介绍，该镇共有103处石灰
窑，现已全部拆除。

“辉渠镇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烧石灰一度
成为辉渠镇的支柱产业，但是这种靠山吃山的
资源依赖型的发展路径不可持续。近几年，这

个镇利用生态资源优势，通过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走旅游和绿色农业为主的发展道路。”周
松山说，辉渠镇现存的石灰窑与现代化的绿色
农业和旅游业不相适应，镇上加大了“五小”
企业整治力度，决定拆除辉渠镇所有的石灰
窑。

朱家河村村民徐云军说:“我从事烧石灰10
多年了，从2012年镇政府禁止开山烧窑后，就
干起了养殖业，现在已经养了100多头牛了。”
周松山表示，很多外地自驾和单车俱乐部的人
经常来辉渠镇旅游，有的窑主办起了农家乐，
现在火得不得了。这个镇的留山经过多年封山
育林，现在森林覆盖率达到90%，是名副其实
的“天然氧吧”，已经成为省著名旅游景点。

“安丘的发展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
山，”安丘市环保局局长于利民说，“我们对
‘十五土小’、‘五小’等重污染企业，发现1
处关闭一处，去年9月以来，共关停取缔土小企
业68家，拆除石灰窑115处。”今年，安丘市通
过控制并降低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煤炭消费总
量，将减少煤炭消耗4 . 4万吨，拆除改造城区6
吨及以下小型燃煤锅炉。

一个小小的石灰窑的拆除，折射出发展思
路的嬗变，安丘把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路径。

配备垃圾箱17168个 拆除石灰窑115处 治理河流50余条

安丘：生态文明从细节做起

不开发票，后续服务如何保障？
赠送手机出故障，维修被要求提供发票

□都镇强 刘晓玉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26日晚上，奎文区大虞街

道文化艺术欢乐行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之系列文化巡演活动在该街道福寿街社区玫
瑰园门前广场举行，让社区居民享受到了丰富
的文化大餐。

此次文化巡演是义务演出，以“说社区，唱
居民，娱乐百姓”为宗旨，节目形式精彩纷呈，赢
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和掌声。表演者中相当一
部分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怀着一颗年轻的
心，步舞轻盈，展现着他们的年轻风貌。

文化巡演进社区

□郑颖雪 史海莹 报道
本报青州讯 6月27日，首届青州市乡村旅

游文化节在王坟镇举办，本次活动依托王坟镇
美丽的山水田园自然风光，突出“美丽乡愁”主
题，同时挖掘乡村特色文化，弘扬孝亲敬老传统
美德，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提质增效、集约
发展。据悉，活动将持续到7月6日。

近年来，青州市把文化作为乡村旅游的灵
魂和精髓，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深入挖掘民俗文
化、饮食文化，着力发展以清风寨为代表的水
浒文化、以仰天山为代表的森林休闲文化、以
弥河水生态为代表的水文化等，打造出了一系
列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景点。目前，该市共有
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3处、省级旅游强乡镇3
处、省级旅游特色村2处。

青州举办首届

乡村旅游文化节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高密讯 记者6月30日从高密市教育

局获悉，该市从全市中小学聘任182名拔尖教
师，成立26个虚拟教研室，分片开展校际协作
教研，重点向农村学校延伸，实现了城乡学校
教研全覆盖。

为确保虚拟教研不“虚”，高密市推出
“321”工作制，每个虚拟教研室由学科教研
员兼任主任，虚拟教研室主任每周3天到学校
调研指导，2天时间进行集体研究，1天时间组
织开展周六研究课和教师培训。定期开展课堂
观摩、送课下乡、名师讲座等。同时，在高密
教育网开通教研在线频道，开展网络互动教
研、网上课堂点评等，实现了校本教研与名师
资源互动共享。在虚拟教研室内部，实行“统
分合”机制。两年来，在新的教研机制下，高
密市开展小课题研究2260多个，有530多人次
获得市级以上教学成果奖、创新燎原奖、金点
子奖等奖项，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

高密26个虚拟教研室

盘活名师资源

□王继林 报道
7月1日，青州市两位老人在23路公交车上展示免费乘坐公交用的“老年优惠乘车卡”。
从7月1日起，该市实施65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公交车政策，目前已经有3000多名65岁以上老人办理了优惠乘车卡。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深入推进职成教育改革，

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市民，近日，诸城
市召开社区教育工作会议，实施“百名家庭农
场主、千名新型职业农民和万名新市民”教育
培养工程。

“百千万”工程由诸城市教育局与市委农
工办、农业局联合实施，从今年9月1日正式开
始，到2016年7月，利用3年时间培养100名家庭
农场主、1000名新型职业农民和10000名新市
民。为真实地了解群众的培训需求及意愿，9月
份前，诸城市将在全市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负
责人、农村经纪人、农业企业职工、农业社会化
服务人员等各类人群中深入开展调研活动。在
调研基础上，再组织各镇街进行“百千万”工程
学员遴选，确定培养对象并编班、开班。

诸城实施“百千万”

教育培养工程

□记者 张 蓓 通讯员 刘 杰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山东文脉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与北京印刷学院在潍坊高新区签署合作
协议，共同设立北京印刷学院印刷产业实践教
育基地。该基地位于高新区潍坊软件园内，是
全国唯一一家教育出版产业研发基地。

近年来，潍坊市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速，
教辅材料的出版发行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吸
引了全国各地出版发行单位前来洽谈合作事
宜。此次研发基地落户潍坊，将弥补该市数字
出版产业的不足，建立数字出版产业集产、
学、研、服、销于一体的出版创新体系。

国内首家教育出版

产业研发基地

落户高新区

□郑颖雪 张咏梅 报道
“原来小羊是这样生活的呀！”6月21

日，在诸城市海秀生态牧场，前来参观的小朋
友们看着整洁的圈舍、雪白的羊群和先进的挤
奶设备，好奇地和小羊说话，给小羊喂草。

□郭继伟 董 超 报道
本报临朐讯 6月16日上午，临朐县银隆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
是潍坊市首家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

据了解，临朐县银隆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
心是由潍坊市政府金融办批准，在全市率先设
立的拥有民间融资等级服务特许经营权的民间
融资登记服务机构。服务中心通过服务大厅、
网站、电话等多种登记形式，为民间融资提供
资产评估、融资担保、交易款项结算等“一站
式”综合服务，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民
间资金投资难等问题，从而引导民间融资依法
规范运行，推进金融业健康协调发展。

临朐成立潍坊首家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

□通讯员 于 欣 李国辉 报道
本报昌邑讯 6月30日，由昌邑市司法局

精心打造的普法宣传特色栏目《说法》正式开
播。

该栏目以“普及法律知识、共建法治社
会”为宗旨，以“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文
化”为主线，设置法治动态、现场直击、举案
说法、法眼聚焦、为您服务、人物风采、维权
热线、警情提示、普法在线等9个子栏目，每
半月一期，每期12分钟，通过生动的画面和鲜
活的案例分析，面向大众开展法律宣传和法制
教育，为推进“法治昌邑”建设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

近年来，昌邑市高度重视法制教育和普法
宣传工作，深入开展法律宣传进机关、进单
位、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的“法
律六进”活动，仅今年上半年就开展普法宣传
活动14次，发放普法宣传材料12000余份，受
教育群众达2万人次。

昌邑开播

普法特色栏目《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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