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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能的不断恢复，相对于
前两年的高价，猪价下跌是整体趋
势，但由于养殖成本托底，又很难再
降到2017年之前的水平。业内人
士认为，猪价一边牵动着养殖主体
的盈亏，一边牵动着老百姓的钱袋
子，应尽可能将其维持在一个合理
区间，减少猪肉价格暴涨暴跌的“过
山车”效应。

除了短期的饲料和仔猪成本走
高，长期的养殖成本也越来越高。
熊炼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头能
繁母猪分摊的各种硬件、环保、人力
和防疫成本已经高达2万元。而一
头肥猪平均每产出1斤肉需要分摊
的各种成本，也从过去的6.5元上涨
到8.5元。“比如我改造老场、建设新
场共投入了5000多万元，这些最后
都是要算到猪价里面去的。”熊炼秋
说。

“越是产能恢复，越要防止疫情
反弹。”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何志平认为，能否做好疫情防控
是影响生猪和猪肉价格后期走势的
关键。“如果防疫不出大问题，价格
会有所反弹，但要到之前每公斤40
多元的价格不太可能，30元左右是
比较合理的区间。” （据新华社）

办实事 优环境 开新局
便民办税春风行 四月春风煦 税惠办实事

四月春风至，草长莺飞，桃红柳绿，一年一度的
税收宣传月如约而至。乘着第30个全国税收宣传
月的东风，无锡税务紧扣“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
开新局”的主题，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从“心”出发，向“实”着力，打出
便民“组合拳”，下好服务“先手棋”。

“云办税”添力 优质便捷显速度
“我们公司的密码找不到了，登录不了电子税务

局，请问我该怎么重置密码？”近日，无锡市税务局
“云办税”远程中心接到瑞峰检测技术公司的财务人
员小周的远程求助。通过视频指导，帮助该企业顺
利解决问题，全程用时不到两分钟，获得在线点赞：

“真的好方便！”
这是无锡市税务局启动“云办税”以来的一个现

实场景。据了解，为进一步畅通征纳互动，方便纳税
人足不出户办理涉税业务，市税务局将原来需要在
办税大厅实地办理的21项常用涉税业务拓展为“零
跑腿”“屏对屏”“网上办”的全流程线上办理，实现

“一次不用跑”。当前，无锡全市“非接触式”业务办
理率已达到95%以上，处于全省领先水平。

“云办税”模式，是对现有“阿福税通”征纳互动
平台功能的再拓展，针对更正申报表、密码重置、办
税授权管理等21项企业纳税人常用业务，实施大数

据流程再造，通过“不见面”视频流远程辅导，及时、
准确指导纳税人办税，解决了以往热线指导中效率
不高、信息传递失真等问题，在全省尚属首创。目
前，“云办税”业务正在滨湖区纳税人中试点，后续将
结合试点情况，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

首违不罚 柔性执法有温度
与此同时，市税务局不断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加

速税务执法、服务、监管理念方式手段变革。
“没想到企业刚成立就因为疏忽大意出现了违

法情况，这让我很忐忑，还好有‘首违不罚’，给了我
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某建材批发企业的财务经理陈
女士感激地说。前不久，陈女士由于业务不熟练，没
有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纳税申报，导致了涉税违法。
鉴于是首次违法，税务部门通过审核认定，对其公司
做出责令限改、免于行政处罚的决定。

陈女士口中的“首违不罚”是今年市税务局优化
税务执法方式推出的重要举措。“首违不罚“制度，列
出了包括税务登记、资料报送、纳税申报、发票开具
等在内的18个和市场主体日常办税息息相关、高频
发生的事项，对于首次发生这些事项且危害后果轻
微，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一方
面有利于规范税务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行为的
公平性、公正度；另一方面有利于增进征纳双方的相
互理解和支持，彰显税务机关惩教结合、包容审慎的
现代柔性监管理念。

“‘首违不罚’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制度创新。首
次纳税违法行为的产生原因很多，不知晓政策细节和
疏忽大意是很多中小企业和初次纳税人违法的原
因。‘首违不罚’有利于提升执法效率，降低遵从成本，
促进税收遵从。”市服务业发展联合会会长林中波认
为。

优惠加码 政策辅导添力度
“这个优惠政策很给力，我们今年预计能节省

116万元的现金支出，公司生产线升级和产品迭代都
将更有后劲。”无锡锡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忠良介绍道。
让李忠良赞不绝口的优惠政策是今年新出台的

“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至
100%”税收优惠政策。相当于企业每投入100万元
研发费用，可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200万元，这是
今年以来结构性减税中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

“此次新政不但提高了加计扣除的比例，对清缴
核算方式也进行了改革。”无锡税务所得税科相关负
责人朱宁介绍说，“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按半年享受加
计扣除优惠，上半年的研发费用由次年所得税汇算
清缴时扣除改为当年10月份预缴时即可扣除，让企
业尽早兑现税收优惠。”

新政为制造型企业带来“看得见”的利好，更增
添了“看不见”的创新决心和信心。江苏长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王元甫表示：延续执行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助于稳定企业预期；政策升级
更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意识，有利于增强无锡这座制
造强市的发展后劲、促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守好初心，办好实事。市税务局将以精准落实
各项税费优惠为重点，以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为
抓手，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
共治，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无锡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黄龙、蒋俊霞）

五花肉每斤从25元降到19元，排骨每斤从38元降到28元……说起最近的肉价，在湖南省湘潭市莲城生鲜市场做
猪肉生意的吕伏娇直呼“跌得狠”。就在和记者交流的同时，一位熟客用43元从她这里买走了2.3斤前腿肉，而今年肉价
最高的时候，同样重量的肉要70元。

肉价下跌源于猪价下跌。时下正值猪肉消费淡季，随着全国生猪产能的不断恢复，养殖户集中出栏等因素影响，多
地猪价连续下跌，过去两年“涨上天”的猪，近期呈现“降落”之势。

连降三成 猪肉价格“落地”后怎么走？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响水乡师
山村村民李立科是一名自繁自养的
养殖户，他告诉记者，自家肥猪一
般养到300斤左右出栏。前两年价
格最好的时候，一头肥猪能赚3000
元，到今年 4 月中旬降到了 1600
元。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东庵生猪
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中等规模的
养殖合作社，年出栏肥猪2万多头。
合作社理事长李云贞介绍，生猪价

格自今年2月份就一直在下跌，从每
公斤 30元跌到现在的 20元左右。
在重庆市荣昌区，尽管目前当地每
公斤24元的价格还有较大利润空
间，但两个多月来每公斤跌价超过6
元还是让养殖大户郭平感到“跌幅
大”。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1年 4
月5日—4月11日，全国规模以上生
猪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
为24.10元／公斤，环比下降8.4％，

同比下降29.6％。白条肉平均出厂
价格为 31.36 元／公斤，环比下降
7.6％，同比下降29.0％。湖南省畜
禽产品价格监测也显示，1月20日，
全省生猪出栏均价为每公斤38.63
元。截至4月12日，生猪价格每公
斤下跌 12.91 元，累计跌幅达到
33.42％。

但不少养殖户和企业认为进入5
月份之后猪价将呈现“探底回升”趋
势，尤其到6月份将会较为明显。

毫无疑问，猪价下跌最重要的一
个原因就是生猪产能在持续恢复并
逐步释放。此外，传统消费淡季、部
分养殖主体在现阶段集中出栏等也
是猪价下跌的因素。

“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前出栏的
生猪多了。”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
兽医处处长武深树介绍，以湖南为
例，2019年9月以来新扩建的926个
万头以上规模的养殖场中，有482个
已投产运行。截至3月底，今年全省
共出栏生猪1529万头，不仅同比上

升29.6％，而且已连续增加了18个
月。湘潭市科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熊炼秋介绍，自己存栏1900
头母猪的改造老场将在今年5月投
产，而存栏3900头母猪的新场在去
年就已经开始生产。

“我们现在冻肉的库存比春节期
间增加了10％以上。”湖南伟鸿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屠宰企业，公司
副总经理刘冬明告诉记者，“每年3
到4月一直就是猪肉消费淡季，因为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的腌腊制品还有

一个消耗过程。现在农贸市场里一
个档口一天还卖不完100斤肉，春节
时200斤都不止。”

如今，每个养殖户手机里都有好
几个微信群来互通全国各地的生猪信
息。记者采访的多位养殖户介绍，一
方面，由于部分地区疫情复杂化，一些
养殖主体缺乏足够信心和措施来应
对，担心饲养周期拉长会加大防控风
险，因此选择集中出栏。另一方面，还
有一些养殖主体判断生猪产能恢复会
导致后期价格走低，也选择集中出栏。

幅度大、范围广 多地猪价连续下跌

数量多、消费少 行业预期变谨慎

要防涨、也防跌
猪肉不能总坐“过山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