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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发挥““新优势新优势””
发力发力““双循环双循环””

【【汕头日报讯汕头日报讯】】 作为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
重要内容，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是助企纾困、稳定宏
观经济大盘的关键举措。记者从汕头市税务局获悉，截至7
月20日，汕头市今年共为821户纳税人办理退税36.64亿元，
其中4月以来合计退税36.13亿元，微型、小型、中型、大型企
业存量留抵退税梯次性集中退还的任务基本完成，为稳市场
主体提供强劲动力，政策效应充分显现。

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
制造业等六大行业退税额占比逾五成制造业等六大行业退税额占比逾五成

制造业等六个行业是本轮留抵退税新政的重点支持对
象。4月1日至7月20日，汕头市的“制造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研和技
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业”六个行业共办理退税20.86亿元，占退税总额的57.74%，
受益明显。

留抵退税政策以“真金白银”为制造业市场主体送去资
金活水，进一步激发制造业投资活力，释放出市场主体信心
回暖的积极信号。近期，汕头市税务局选取全市157户退税
企业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57.5%的退税资金用于购
买原材料和扩大生产投资，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华南矢崎（汕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制造汽
车用电线组件的汽车配件供应商，该公司生产的零部件销往
武汉、广州等国内外整车工厂用于汽车组装。今年受疫情反
复影响，该公司的订单量大幅减少，企业面临着很大的资金
压力。

“这笔283.8万元的留抵退税来得很及时，以前留抵税额
只能挂在账上逐步冲抵增值税额，现在留抵退税现金‘红包’
直接送到我们手中，缓解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是政策红利
和税务部门的暖心服务支持我们扛住了这一波疫情‘倒春寒

’。”华南矢崎总经理丘晓东说。
据了解，华南矢崎计划将这笔留抵退税款的30%用于购

买材料设备，40%用于工厂基础建设改善。随着国内疫情好
转，汽车行业物流和供应链重焕生机，华南矢崎紧抓消费者
购车信心回暖的有利时机，加紧盘货、生产，今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产值超3.4亿元。

助企纾困解难助企纾困解难：：
小微企业户数在获退税企业中占比近九成小微企业户数在获退税企业中占比近九成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扩大就
业、增加收入、改善民生、促进稳定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汕头原子高科医药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医药技术和产
品研发的小微企业，企业放射性药物等部分项目长期处于研
发、临床试验阶段，加上在引进高端医疗仪器设备、厂房改造
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产品销售形成的销项税额不及前期
进项税额，面临流动资金压力。

汕头原子高科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旭明介绍，新药研
发竞争激烈，而前期高额的研发投入往往在短期内无法获得
回报，好在 273万元留抵退税款及时到账，保障了研发资金
链的稳定。他表示，公司将把这笔资金用于购买生物药研发
材料、支付研发服务和临床试验费，努力实现新药上市、转化
收入。

退税红利的释放让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小微企业更有底
气爬坡过坎，汕头市三铭机器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杨小姐
对此也深有感触。作为一家从事加工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
备的小微企业，汕头市三铭机器有限公司在疫情影响下销售
市场不景气，资金流转困难。“4.1万元的留抵退税款及时到
账，实实在在转化成企业推进生产发展的动能。”杨小姐说。

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在时间和规模上都体现出对小微
企业的政策倾斜，不仅在时间上安排小微企业优先享受退

税，而且数据表明，小微企业是退税的主要受益主体。
4月 1日至 7月 20日，全市已办理留抵退税的小微企业

占退税总户数的 88.85%，共计退税 19.05亿元，为小微企业
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流动资金。

退税政策扩围退税政策扩围：：
衣食住行等民生领域进一步获益衣食住行等民生领域进一步获益

按照国务院相关部署，自 7月 1日起，批发和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等7个行业纳入了留抵退税政策范围，更多市场
主体享受到退税政策红利。

“退税等于直接给了我们现金支持，对日常运营、稳定岗
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更增强了我们发展的信心。”潮南合
胜广场总经理黄光耀表示。

潮南合胜广场是由汕头市泰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建设
的规模性商业综合体，于2021年5月份正式开业。因电商发
展和疫情反复影响，今年，商场百货板块勉强支撑，超市、影
城板块则处于困顿之中。

政策出台前，潮南合胜广场筹备期、建设期装修装饰、水
电、通风等工程类进项无法抵扣，造成大量留抵税额很难在
短期进行进项抵扣。留抵退税政策扩围至批发和零售业等
行业后，潮南合胜广场已收到留抵退税款约74万元。

汕头市潮南合胜广场财务经理张业平表示：“恰逢商场
开业一周年，为提振市民消费热情，我们投入了近20万元进
行周年庆活动，这笔退税款项到账有效缓解了资金压力，我
们也会加大力度让利消费者，加强节日活动宣传，打造区域
消费标杆。”

据介绍，此次政策扩为聚焦衣、食、住、行等民生领域行
业，这些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就业人员多，纳入留抵退税范
围后，可有效缓解困难企业资金压力，为市场主体“输血”，激
发市场主体经营活力。 （（陈柔燕陈柔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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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三十六亿元留抵退税精准落地逾三十六亿元留抵退税精准落地
汕头市助企稳企政策为稳市场主体提供强劲动力

自2015年南澳大桥开通以来，南澳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海岛，被越来越多人所认
识。今年暑假期间，美丽的南澳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市民游客，尽享碧海蓝天、海鲜美味。
近年来，南澳县坚持“工业不上岛”理念，立足资源优势，全面布局谋划，文旅体融合大放异
彩，全力推进海岛的全域旅游发展之路。据统计，2012年南澳县进岛旅游人次约为 81.7
万，旅游综合收入2.9亿元。2021年进岛游客已超过80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6.9亿
元。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逐步蝶变为游人如织的旅游胜地。

以往进出南澳岛的交通有且只有轮渡，从澄海莱芜岛南澳长山尾的轮渡航程需要40
分钟左右，每天只有日间四艘渡船往返接送旅客。但每逢高峰期，进出南澳岛往往还得花
上半天时间排队等候，交通极不方便。2015年元旦，南澳大桥正式通车，从莱芜到长山尾
的车程也不过15分钟，而且是24小时通行。这一年，进岛游客数量呈“井喷式”增长，猛增
到45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2亿元，分别比增383.6%和187.1%。通车后几年，南澳的
旅游业持续保持蓬勃发展。

南澳大桥的通车，不仅解决南澳岛民多年来出岛难的问题，也为南澳振兴发展插上腾
飞的翅膀。行走在环岛公路上，一边是碧波荡漾，一边是峰峦叠翠，让人心旷神怡。近年
来，南澳县积极探索海岛文化、体育赛事、休闲运动与滨海旅游的深度融合，走出一条适合
南澳文旅体产业发展的全新道路。同时，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加快创建国家 5A旅游景
区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李德鹏)

进岛游客十年增十倍
南澳大桥为海岛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南澳大桥为海岛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在风景秀丽的汕头市澄海冠山社区神山
脚下，长着一排高大挺拔的落叶乔木，叶大而
椭圆。这是一种本土特别少见的树种，木质
坚硬，纹理美观，耐腐蚀，它就是被誉为“万木
之王”的名贵木种柚木，在缅甸、印尼等东南
亚国家被称为“国宝”。

种在神山下的这批柚木树来自泰国，至
今树龄已达七十年。这批千里之外的珍稀柚
木为什么会种植在这里？这还要从爱国华
侨、正大集团创始人谢易初说起。

谢易初祖籍澄海外砂，年少时只身到泰
国谋生，在友人的帮助下开办了“正大庄菜籽
行”，踏上创业之路。后来创办正大公司，经
营菜籽、饲料等。1950年3月，谢易初偕妻子
从泰国回到澄海，4月 5日，以特邀代表身份
参加了澄海县召开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1952年 5月，澄海国营示范农场在冠山神山

下创办，澄海县人民政府聘请谢易初为农场
技术员。农场面积 144亩，有鱼池一口。神
山是植树、养猪的场地，办公室和宿舍在神山
寺及老爷宫中，场员 29 人，首任场长林派
捷。在澄海农场期间，谢易初把全部工资都
馈赠给农场办福利事业。他不仅积极带领职
工搞科学实验，大力改良各类菜蔬、瓜豆、家
禽品种，还通过各种渠道，从欧洲、印度、东南
亚等国家和地区引进良种和农业科技资料，
并选育培养出早花椰菜、晚花椰菜、晚萝卜、
长埔倭稻等优良品种，在潮汕地区推广，对地
方园艺和农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在农场工作期间，谢易初考虑到农场缺乏
优良品种，特写信到泰国嘱其夫人挑选一批优
良菜籽及柚木苗带回国，后因所在国出口限制
而未能实现。1952年年底，其夫人从泰国带来
一百段作为“药根”的柚木枝回到澄海。1953

年元宵节，谢易初把它们培植在农场神山脚下。
1955年谢易初对来农场采访的记者说：

“柚木是热带植物，但是它在我们这里生长得
比原产地更快、更好，特别是在 1954年底至
1955年初的寒流(零度下)袭击下，仍能生长
正常，这证明在华南亚热带山区是可以大量
繁植的。但必须注意，它宜植于高亢避风的
地方，不宜于低洼当风之地。”

“柚木需要生长到三十几岁才能成熟成
材。它不蠹，不易腐朽，不因阳光、风雨、空气
的变化而胀缩，不弯曲，是制家具、造船的最好
木材。希望我国快快大量繁育这种树材，以应
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1958年，农场因为场地太小未能满足发
展需要而搬迁到埔美与澄海县农科所合并，
通过后来的平整改土，白沙农场占地面积达
一千多亩。而种在神山脚下的柚木苗年复一

年茁壮成长，蔚然成林。
2005年，冠山居委在这片柚木林下立了

一块《神山柚木记》碑记：
……爱国归侨谢易初先生毅然以造福桑

梓为己责，嘱其夫人从泰国携来树苗，迨经先
生假植培育，于一九五三年植于神山麓；冠山
民众绸缪呵护，遂有二十八株柚木长成参天
大树。其木高耸挺拔，苍翠繁茂，蔚然成林，
诚系神山之胜，乡人誉之为“柚木参天”。谢
君伉俪之善举，其大有禆益于神山，且荫及后
人，至今为人乐道不衰，爰勒贞珉，藉志鸿爪
以彰其行，是为记。

七十年过去了，如今，谢易初先生当年在
神山脚种下的柚木已是参天耸拔，成为神山
景区的一大景观，高大挺拔的柚木，正是谢易
初先生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及其对本地农业
所作贡献的见证。 ((周喜铭周喜铭))

如今参天的树木正是其家国情怀及对本地农业所作贡献的见证如今参天的树木正是其家国情怀及对本地农业所作贡献的见证

7070年前谢易初在冠山手植泰国柚木年前谢易初在冠山手植泰国柚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