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04

中牟时报 城事
2016年11月30日 星期三 编辑：李怡青 美编：王小羽 校对：海梅

今年以来，中牟县国税局坚持在
服务措施上用“加法”，办税流程上用

“减法”，持续抓好纳税服务工作，为经
济发展创造最优发展环境。该局将32
项事后备案类事项，前移办税服务厅
即时办结。推行企业所得税网上申
报，提高企业所得税网上申报率。捆
绑受理 682户次纳税人的关联业务事
项，为纳税人节约办税成本；推行免填
单服务，免填单比例达90%以上，减少
填单 8101份，大大减轻纳税人负担；
127个备案类事项、68项税收优惠政
策审批事项实现了“前台受理、后台审
结”，所有涉税审批事项实现“一站式”

服务。
2016年是全面实施“营改增”的第

一年。自 3月下旬“营改增”工作准备
到 5月 1日正式实施，短短 40余天时
间里，该局圆满完成了户籍交接、信息
录入、系统安装、发票升级、业务培训
等工作任务，共从地税部门接收纳税
人3000余户，召开大小政策培训会20
余场，培训面达到了100%，确保了“营
改增”工作的顺利实施。

据了解，今年该局对重点企业、行
业加强监控、分析和管理，认真审核比
对分析涉税信息数据，切实加强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跟踪后续管理，对可

能存在较大问题和风险的纳税户实施
纳税评估，补缴税款 3000余万元，大
力堵塞征管漏洞。截至 11月份，该局
已经累计组织税收 20.4亿元，有力地
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

截至目前，该局全面贯彻落实一系
列税制改革措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减
免企业所得税1.6亿元，办理增值税即
征即退税额610余万元，进一步加大出
口退税力度，支持外向型经济持续发
展，办理免抵退税3000余万元，有力促
进了中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牟时报 刘客白 梁三喜
通讯员 李万历 王天娇 文/图

大孟镇获“中国武术之乡”殊荣

19世纪中期，山东曹州府的二洪拳武
师曹志武、萧林前来中牟参加武术大赛。
按照当时大赛的主办方要求，外地参赛者
须有中牟本地人的推荐或担保,于是，曹、
萧二人找到大吕村的王家人作保，从而获
得参赛资格。大赛结束后，曹、萧二人客
居大吕。

当时，村中的大户吕、穆二家为了看
家护院，特聘曹、萧二人为本族、本村子弟
教授二洪拳，从此，二洪拳的拳械套路便
在大吕村落地生根，形成了传承至今的大
吕武术。

多年来，大吕武术历代传承人不断在
各级各类武术大赛和展演活动中展示传
统武术的魅力和传承者的风采，获得了不

少荣誉，影响和带动了周围十几个行政村
普及大吕武术，并逐步覆盖大孟全镇。
2014年，大孟镇获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
国武术之乡”殊荣，大吕武术再添辉煌。
2016年金秋，由 12位传承人组成的大吕
武术代表队参加第11届中国郑州国际少
林武术节，在多个传统项目比赛中，一举
夺得 4金、7银、15铜，引起了社会极大关
注，大吕人也深受鼓舞，自信倍增。2016
年，大吕武术被公布为郑州市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前，大吕人蓄势
以待，正努力向省级非遗项目名录冲刺。

大吕武术的传承呈现新局面

大吕武术最初传承二洪拳拳械套路
70余套，目前，传下来 53套，其中只有 39
套成熟套路可直接传承。2套拳术、11套

单练器械、1套对练器械濒临失传，还有
20多套已经失传。

对此，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高度重
视。局长王成立、工会主席王继周多次深
入大吕调研，了解大吕武术保护、传承状况
以及失传套路的挖掘、整理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挖掘整理意见和保护传承的具体措
施，并积极协调，争取到相应的扶持资金，
为大吕武术的保护传承注入了新动力，大
吕武术的传承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近期，在中牟县非遗保护中心的督促
指导下，大吕村村委会成立大吕武术保护
传承领导小组，全面展开了武术挖掘传承
工作。一是整合习武队伍。将全村的武
术传承者按不同年龄段组成老中青少武
术队，上至80多岁的老教练，下至20多岁
的武术新秀，共 30多位武术骨干以老带

新，互相切磋，集中演练，统一作息，统一
管理，集中用餐，每天训练时间达10小时
以上。

二是熟练已掌握的现有套路，全力挖
掘、整理、复原濒临失传的套路。挖掘整
理过程中执行“三到位”标准：现有的套路
演练动作精准到位，濒危套路的挖掘动作
恢复到位，分解动作的语言准确表达到位。

三是组织编写《大吕武术拳谱》，拍摄
《大吕武术纪录片》，录制《大吕武术传承
人回忆录音》。为保证挖掘整理工作质
量，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专门聘请资深武术
教练指导整理大吕武术拳谱的编写，聘请
专业摄影师拍摄拳谱分解动作图片。

大吕武术多位传承人表示，作为大吕
武术的传承人，责无旁贷，一定做好挖掘
传承工作，把大吕武术发扬光大。

中牟县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病房始
建于 1995年，是中牟县危重新生儿转
运及救治中心,更是重点科室之一。
2014年 5月搬迁至新院址正式成立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

经过两年多的快速发展，目前拥
有一支业务水平高、训练有素的医护
团队。科室配备了先进的医疗设备，
目前拥有呼吸机，新生儿暖箱，辐射
台，血气分析仪，心电监护仪等多种先
进设备，为危重新生儿提供了科学的
治疗及监护手段。

科室目前能开展新生儿重症肺
炎、新生窒息复苏抢救、早产儿、新生
儿高胆红素血症、败血症、颅内出血、
新生儿破伤风、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
病、早产极低出生体重儿等各种新生
儿疾病的抢救及治疗工作。

2016 年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
开，高龄孕产妇急剧增加，高危新生儿
数量增加，其中早产儿数量增加尤为
明显。仅2016年9月份就收治了30例

早产患儿，其中最小的胎龄仅 7个月，
体重1500克。

科主任每天带领医生认真查房，
时常半夜赶到医院抢救患儿，帮助患
儿度过危险期。而这样成功抢救的
例子在新生儿科屡见不鲜。他们用
高超的医术一次次地让死神望而却
步，一次次地让一位又一位的患儿重
获新生。

特别是 9月份科室应用肺表面活
性物质（商品名：固尔苏）气道内用药
救治新生儿窘迫综合征以来，极大地
提高了早产儿的救治成功率，这在全
县范围内达到领先水平。同时，随着
新生儿溶血三项化验的开展及人免
疫球蛋白、人血白蛋白的应用，科室
在治疗新生儿溶血性黄疸方面有了很
大提高。

很多时候，由于患儿多，医护人员
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不停地在每个
宝宝前巡视，实时观察和严密监护，对
患者进行及时捕捉和判断患儿病情的

细微变化，从容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
情况。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匆忙
扒拉几口冷饭接着工作是新生儿科医
生常有的事情。

敏锐的观察力，高度的责任心，
扎实的专业知识，良好的医护沟通能
力和自我调适能力等，都是新生儿科
医护人员必不可少的素质。多年来，
新生儿科一直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
药，合理收费，拒收药品回扣，拒收红
包的原则。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是封闭式病
房，实行无陪护管理，很多孩子还没有
吃上母亲一口奶就被送进新生儿暖箱
里治疗，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幼小脆
弱，他们的每一次呼吸都牵动着每一
位医护人员的心。

一个个小生命，虽然不能说话，但
他们同样有痛觉，听觉，味觉，同样需
要保护，更需要爱，而医护人员就是他
们的守护神。
谢鹏飞 李玲枝 文/图

护士给新生儿喂奶

方便纳税人办税

传承中华文化 展现武术魅力
政策扶持催生中牟大吕武术传承新局面

带你一起去了解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中牟县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打造“生命摇篮”

发挥税收职能 助力经济腾飞
中牟县国税局立足税收职能服务发展大局

中牟县大孟镇的大吕武术已沿袭百余年，传承七代人，培养武术人才数万名。对大吕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进度，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王成
立、工会主席王继周一直心中牵挂。11月25日上午，他们专程赶到大吕村查看情况，在挖掘现场，看到挖掘小组年龄偏大、书写工具落后，再加上天气寒
冷，工作进展难度很大，王成立当场表示，县文化广电旅游局赠送两台电脑，并出资聘请精通武术、有较强语言文字基本功的年轻人充实到挖掘小组中。
为今后大吕武术的传承发展，王成立希望挖掘小组勇担重任，不负众望，向纵深处挖掘大吕武术的精髓。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常艳春 马万径 王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