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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通知，明确延
长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政策实施期
限。目前，全国有 18个省份和 3个计划
单列市的企业社保费由税务部门负责
征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费司副司长
王发运将这次新政策与此前政策进行
了对比，并对具体如何享受政策优惠划
出了重点。

“与 2月份出台的阶段性减免政策
相比，新的延长政策具有实施期限更

长、受益面更广、政策内容更丰富这三
大特点。”王发运说，2月份出台的阶段
性减免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免征 5个月，
新的延长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再免征 6
个月，灵活就业人员自愿暂缓缴费，允
许补缴的时间最长到明年底。同时，不
仅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减轻了，按照缴
费基数下限缴费的低收入企业职工以
及各类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从中受益。

“此外，2月份出台的阶段性减免政
策只允许减免单位缴费部分，新的延长
政策不仅包括减免单位缴费部分，还扩

大到个人缴费基数下限 2020年不调整
和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自愿暂缓缴费，政
策有拓展，减负更全面。”王发运表示。

享受这次政策优惠有哪些方面需要
注意？王发运介绍，新的延长政策实施
减免的社保费不包括职工医疗保险费和
生育保险费。新政策适用对象包括各类
参保企业及其职工、以单位方式参保的
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及其职工等，
以及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各
类灵活就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不在政
策范围之内。允许 2020年自愿暂缓缴
费政策的适用对象为以个人身份参保的
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对中小微企业和以单位方式参保
的个体工商户，免征的是 2020年 7月至
12月单位应缴的社保费；对湖北省以外
的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减半征收
的是 2020年 5月份、6月份单位应缴的
社保费；湖北省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
位三项社保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政策继
续执行到6月底。

若 5月份、6月份已缴三项社保费，

该如何处理？王发运介绍，中小微企
业、湖北省的所有参保单位此前已明确
免征到 6月底，不涉及 5月份、6月份已
缴社保费的处理问题。这里主要涉及
的是湖北省以外省份的大型企业等其
他参保单位。这些单位如果已经全额
缴纳了 5月份、6月份的三项社保费，那
么在本地具体实施办法正式出台后，社
保机构和税务部门将根据参保单位意
愿和选择，既可以冲抵以后月份的缴
费，也可以退回。

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
灵活就业人员 2020年选择自愿暂缓缴
纳社保费的，不需要履行申请手续。
2021 年补缴应于 2021 年年底前完成，
缴费基数在 2021年当地社保个人缴费
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

王发运表示，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
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可继续按规
定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缓缴期间免收
滞纳金。缓缴期限执行至今年 12 月
底，不得跨年。

“目前，我国企业养老保险还没有
实行全国统筹，大部分地区正在推进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社保费征
收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税务征
收和社保机构征收并存。”王发运说，
各地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
实施期限实施办法和操作流程存在一
定差异，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要关注
了解本地实施办法，依规操作。

（董碧娟）

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通知 政策优惠范围有拓展，减负更全面

社保费减免政策如何享受？

前5个月规上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大幅回升
本报讯 6月 30日，工信部发布 2020年 1-5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情

况。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大幅回升。1-5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

业（简称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4719亿元，同比增长14.9%，增速较1-4月回

升10个百分点，仍低于去年同期4.5个百分点。行业利润保持正增长。1-5月，

全行业共实现营业利润533.1亿元，同比增长3.1%，增速较1-4月回落1.7个百分

点，低于去年同期21.5个百分点。

□ 本报实习记者 闫 利 文/摄
走进超市，货架上摆放的各种酱油总会让

消费者“不知所措”。作为传统调味品的酱油
早已摆脱了口味单一局面，生抽、老抽、海鲜酱
油等细分种类越来越多。而在种类之外，消费
者也开始追寻酱油的酿造“生态”。“天然发酵”

“古法酿制”“日晒夜露”“原浆特酿”“还原酱油
本来的味道”等语句频频现身各大品牌产品宣
传页面。业内专家表示，在消费者追寻的“酱
香”中，企业生产产品遵循古法去还原酱油的
味道时，除了传统晒露工艺外，微生物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微生物“益”“害”同存

提起微生物，更多人想到的是细菌、病毒，
它们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任何事物都有两
面性，微生物中也有有益“成员”。记者查阅相
关资料了解到，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真菌以
及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
大类生物群体，它个体微小，与人类关系密
切。涵盖了有益跟有害的众多种类，广泛涉及
食品、医药、工农业、环保、体育等诸多领域。

那酱油生产中的微生物又有哪些呢？微
生物是否会对产品造成不好的影响呢？

6月 24日，中国调味品协会科学技术委员
会委员、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
教授赵国忠在网络直播课中介绍说，微生物的
种类非常多，有的有害，有的有益。酿酒酵母、
根霉、米曲霉、醋酸菌等在自然环境中相对比
较常见，主要起到主体发酵和酶解反应的作
用；鲁式酵母、球拟酵母、部分非酿酒酵母、风
味霉菌、乳酸菌等，可以为发酵系统增加多样
化的风味物质及健康因子；而金黄色葡萄球
菌、大肠杆菌、黄曲霉、芽孢杆菌等则会对食品
造成一定的污染。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有益微
生物的栖息之所，空气、花草、树木、土壤等环
境因素都会直接影响酱缸中微生物的种类和
数量，厂区环境和卫生条件差则容易滋生腐败
菌和致病菌。

此外，赵国忠提到，杂菌污染是影响调味
品质量安全的主要因素。企业在产品生产过
程中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杂菌污染。比
如，原辅料、生产用水携带微生物，设备、器材、
包材污染微生物，操作人员带入微生物；生产
区域尘埃中的微生物传播，通风管道老化带入
微生物，虫害带入到原料、水、空气中的微生
物。因此，企业厂区一定要注意生产环境卫生。

强化发酵 改善风味

消费者对酱油的评价往往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看酱油的颜色，其次是
闻酱油的香味，最后是尝酱油的味道。高标准的生产环境是保证产品质量
安全的基础，而在产品质量之外，产品的风味也是消费者的购买依据。酱油
的风味有何特点，又该如何增强呢？

据了解，酱油中的风味物质包括香气与滋味两个部分。目前已检测到
300余种香气成分，香气物质虽然在酱油中含量低，但对酱油的整体香气贡
献极大。酱油中的滋味物质主要为氨基酸、还原糖、有机酸、核苷酸以及部
分小分子肽。酱油中的香气物质与滋味物质的共同作用，构成了酱油独特
的风味。”

据赵国忠介绍，酱油风味的形成经历了制曲、加盐水、发酵、熟成、灭菌
五个阶段。在发酵过程中，原料大豆的蛋白质降解为氨基酸，小麦的淀粉则
降解为各种糖类。其中，氨基酸与糖类的美拉德反应逐渐生成酱油特有的
颜色。而乳酸菌通过利用曲霉菌酶分解的产物生成乳酸、醋酸等物质，将酱
油呈味物质的生成再向前推进一步。酵母则利用糖分和氨基酸，代谢出醇
类物质和各种具有香气特征的物质。所以说，酱油“酱香”成分的主体可以
说是由酵母生成。

对于企业如何提升酱油的品质？赵国忠建议：可以从内寻、外加、自然
强化三个方面入手。内寻是指从酱油酿造过程中分析发现有益的风味物质
成分。外加则是指非酿造过程中产生的风味物质加入到调味品中去。自然
强化是指通过原料、功能微生物和工艺的调整和优化，使发酵过程产生更多
风味物质和有益人体健康的物质。他表示，自然强化其实源于对微生物的
可控，就是使杂乱无章的微生物得到有序有效排布，从而强化发酵，改善风
味。而在产品生产中，首先要保证微生物的存在，然后再扩大微生物的含
量，最后保持微生物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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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角，昔日北大荒，今日大粮
仓。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
省考察时，来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
局，走进大田，观看秋收。当听说建三江
通过深化国有农垦体制改革，稳居中国农
业企业“龙头”地位时，习近平总书记感慨
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北大荒发生了
沧桑巨变，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
很了不起，非常鼓舞信心、鼓舞斗志。”

盛夏时节，漫步建三江七星农场，眼
前绿意无限，内心多有震撼。一台台无
人农机在试验田里来回奔忙，一项项新
技术、新业态不断得到推广应用，一幅农
业现代化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讲起自己当知青时农民在吃饱吃好的基
础上还盼着‘干活挑着金扁担’的故事，
并把‘金扁担’理解为农业现代化。咱现
在不就挑上了‘金扁担’么！”讲述着这些
年来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绘就农业生
产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党
委副书记王伟颇为自豪。

记者来到三江平原腹地，走进七星
农场三户农垦人家，倾听他们在黑土地
上的故事，感受他们用“金扁担”挑起的
幸福生活。

博士种田记
“没想到‘土’门道里装着这么多新

科技，没想到农业有这样的干头、奔头”

地头上，赵光明手一挥，“这都是我
承包的田。”

六月秧苗青青，一直朝着天际线的
方向铺展。

“也才450亩，40多个足球场大小。”
赵光明说，“总书记考察过的七星农场万
亩大地号，1.4万亩，那叫一个一望无际。”

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研究生时，连续
7年到建三江做研究，赵光明由此与垦
区结缘。2014年博士毕业，有国内外大
企业发来邀请，赵光明却选择北上三江

平原。筹集35万元，承包450亩水田，他
准备大干一场。

“儿啊，学了本事还要跟土坷垃打交
道，何苦呢！种地能有多大出息……”电
话那头，在黑龙江伊春市工作生活的父
母苦口婆心。

“现在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越来
越大，农业也是有奔头的产业。”电话这
头，赵光明耐心说服，“现代化农业需要
新农人，咱这本事用武之地大着呢。”

车子开进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
心，鼠标一点，秧苗长势、土壤肥力、空气
温度湿度等地块信息一目了然。

“田间设置了200个农情监测点、20
个小型气象站、20 套地下水位监测装
置，覆盖122万亩耕地，可实时提取影响
作物生产的各项要素信息，形成农业生
产环境大数据，再通过智能农机装备，逐
步实现农业生产智能化。”七星农场副场
长韩天甲帮着解说。

过去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看数据，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实践，七星农场已彻
底告别看天吃饭。赵光明发挥专长，牵
头成立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从品种
选购到农资供应，再到品牌建设，为入社
农户全程提供生产和技术服务。现有入
社农户52户，经营土地面积2.4万亩，实
现亩均增收600元左右。

10年来，建三江垦区先后引进本科
以上大学生560多人，其中300多人走上
了农场重要的管理和领导岗位。

夜来父子对饮，老爷子连叹：“没想
到‘土’门道里装着这么多新科技，没想
到农业有这样的干头、奔头！”

无人驾驶记
“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力

气百身汗’，好日子还在后头”

精瘦、黝黑，迎面跑来一个三十出头
的小伙子，鼻梁上架着副墨镜，更显干练。

这是陆向导，2018 年 9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七星农场察看秋稻收获情况

并同收割机驾驶员亲切交谈，他是其
中一名驾驶员。

80亩的试验田里空荡无人，停着插
秧机和搅浆平地机。记者刚刚站定，机器
突然发动起来，在泥水地里播下一行行秧
苗，还能自主转弯、自动对行。

正纳闷，却见陆向导一乐，亮出手机
解惑：“这是无人驾驶插秧机，加装了北斗
导航系统、直行辅助系统、角度传感器等，
通过手机APP操控即可作业。”

包括七星农场在内，今年建三江垦区
共有6个农场实施“无人化农场”示范点
建设，插秧作业面积26.4万亩。

陆向导的爷爷陆诗然，今年89岁，最
初看到这一幕时目瞪口呆。“我1959年从
山东来到七星农场，一个作业连队上万亩
地，只有一台拖拉机。一到农忙，有个口
号喊得特别响——‘早上两点半，晚上看
不见’，全靠人工抢时间。”

陆向导的父亲陆书民，曾是农场的拖
拉机手，对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感触很
深，“2002年遇上雪灾，当时垦区机械化
率只有60%左右，稻子来不及收割，损失
不小。”

2004年起，国家实施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建三江垦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逐年
提高。“我们现有农机总动力259万千瓦，
各类农机 38.3 万台，综合机械化率达
99.2%。”建三江分公司农业发展部副部
长秦泗君告诉记者。

“现在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一
应俱全，田间管理还用上了飞机。”陆
向导精通各种农业机械，眼下正忙着
组织种植户开展农机驾驶、维修等技
术培训，“我们这辈人种地，再不用‘面
朝黄土背朝天，一身力气百身汗’，好
日子还在后头！”

良种推广记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是农业科

技人员一生的追求，也是最大的幸福”

今年春播，七星农场职工朱岩做

主，把家里 600亩水田全种上了垦区自
主培育的优质米品种“三江六号”。头
两年，父子俩为这事没少起争执。

“过去试种的优质米品种，抗倒伏
性差，一倒伏就减产，机器收割难。”父
亲求稳，担心优质难高产、卖不上优
价。

“社会消费观念在转变，吃得饱更
要吃得好，优质米行情看涨。”儿子求
变，眼光长远。最终，家里拿出 100 亩
地试种“三江六号”。

“试种结果，产量高、抗性强，而且
不愁销路——每斤稻谷比国家保护价
高出两角钱，一亩地 1200斤就多挣 240
元。”朱岩算细账。

朱岩的底气，来自七星农场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三江六号”等优质米
品种大面积推广前，要在这里经过 3至
5年的试验性种植。

2015 年，“三江六号”一经审定通
过，推广中心主任李晓辉就带领团队
全程跟踪观察试验进程。“选种，挑出
一公斤颗粒饱满的种子，需要一个人
瞪大眼睛连挑三天；育苗，钻进大棚，
棚内温度最高达到 40度……”

有付出也有收获，试验结果令人
兴奋：产量高，亩产达 1200 斤以上；抗
性强，基本不倒伏；米质优，食味值达
到 83 分。目前，七星农场共推广种植
优质米品种约 60 万亩，其中 70%以上
为“三江六号”。

“建三江垦区无法规模种植优质
米品种的历史从此终结。”李晓辉说，
近 3 年来推广中心共筛选新品种 13
个，推广面积 270万亩。

习近平总书记前年在建三江考察
时，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
道：“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这一幕，
李晓辉深受触动。碗里的大米，便是

“三江六号”，“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
膀，是农业科技人员一生的追求，也是
最大的幸福。”

（吴齐强 郝迎灿）

北大荒 农垦人挑上“金扁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