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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逐渐回暖，春天的气息正扑面而
来，骑行赏春踏青、摘鲜甜的草莓、尝爽脆的

“春菜”、买靓丽的春装……从春菜到春游，
从舌尖到心间，春天的气息为“春日经济”注
入了勃勃生机。

尝一口“春天的味道”

从田间到市场，从市场到餐桌，春菜的
“鲜”味正悄然传递着春天的气息。在城区
的菜场里，新鲜的芦笋、苔菜，还有刚冒头的
茵陈等时令蔬菜成为春日菜场的“座上
宾”。2月 26日早上 9时，劳动公园附近的
菜场内，摊主们将新鲜的蔬菜整齐码放，空
气中弥漫着果蔬的清香。每种都鲜翠欲滴，
成为当仁不让的时蔬“主角”，吸引了不少顾
客驻足。

虽然早市时间即将结束，但菜场依旧人
头攒动，不少居民围着时蔬仔细挑选，只为
尝一口“春天的味道”。“苔菜每斤7元，芦笋
12.5元。这些都是最近新上的菜，很受欢
迎。”一位摊主说。家住附近的陈阿姨穿梭
在摊位前，一眼选中了新鲜的苔菜。“老话说
不时不食，当季蔬菜更加健康美味。”陈阿姨
笑着说道。

在明德便民综合市场，赵女士正询问着
新上市的茵陈价格。“一斤 15元，现在叫茵

陈，到了三四月份，它的名字就叫白蒿了，四
月份之后，就失去了食用价值，有句俗语说
正月的茵陈二月的蒿，三月茵陈当柴烧。”菜
摊老板对赵女士说，现在是食用茵陈的最佳
时间，也是最嫩的时候，可以凉拌吃，也可以
蒸麦饭。

香椿作为春季的应景菜，笔者走访劳动
路附近的菜市场和建国门菜市场都未见到
它的身影。据菜摊李老板透露，现在香椿的
进货价在上百元，“算上运费和损耗，价格更
高，想吃的市民可以再等等，气温再升高一
些，产量就上来了，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踏青采摘感受田园风光

“高新路上的红梅开放了，一簇簇鲜艳
得很，迎春花也开了，咱带着孩子踏青去。”
沈娜与闺蜜相约在晴好的天气到周边的乡
村，体验采摘的快乐，感受田园风光。

沈娜表示，每年春天她都会和闺蜜相约
去踏青，如今都有了孩子，而且孩子年龄也
相仿，都能玩在一起，更是不会错过小聚的
时光。“采摘草莓，采摘蔬菜，既能让孩子亲
近自然，又能吃到自己亲手采摘的果蔬，真
是一举两得。”

笔者在长安区一家蔬菜采摘园看到，
包菜、紫甘蓝、油麦菜等多种蔬菜都可以体

验采摘。采摘园内的工作人员介绍，周末
来的人很多，基本是带着孩子来体验的。
很多孩子也是在这里知道了不同蔬菜的名
字。目前园子里的绿叶类蔬菜有十多种可
供采摘。

“现在是草莓采摘的旺季，大量草莓成
熟了，除了常吃的章姬红颜也就是奶油草莓
和巧克力草莓外，还增加了白草莓。”长安区
一家草莓采摘园的张老板介绍，奶油草莓和
巧克力草莓的采摘价格在 20元一斤，白草
莓因种得少，价格高些，一斤的采摘价格在
45元。如果要采摘白草莓，就要趁早。

“轻便露营”成踏青主流

随着天气转暖，春游踏青的热度不断上
涨。在和煦的午后，约上三五好友，在草地
上搭起帐篷、铺上野餐垫，摆好各色餐食，成
为春天亲近大自然的“标配”。与此同时，户
外运动、野餐露营等轻便露营相关产品也成
为热搜产品。

在线上，不少商家已提前聚焦踏青游，
包含帐篷天幕、烧烤炉、营地车、野餐桌椅等
露营产品。其中一款三人使用的帐篷，原价
200元，优惠后仅需 149元。此外，各种果
切、蛋糕、速食产品、啤酒饮料等适合野餐的
便携食物也成为热搜产品。

从春菜到春游……

“春日消费”悄然升温
王 嘉

近日，孙赞在西安市回民街表演华州
皮影戏。孙赞来自渭南市华州区高塘镇
胡磊村，今年29岁，是目前年龄最小的华
州皮影戏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幼喜
爱皮影戏，于2016年拜师学艺，2024年10
月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华州皮影戏区级
代表性传承人。 通讯员 吴宽宏 摄

2月24日10时，76岁的独居老人李志勤来到西安慈善和乐社区敬老互
助中心（以下简称和乐之家）等待吃午饭。“在这不光吃得好，还能跟大家一块
聊天，是我的精神家园。”他乐呵呵地说。

和乐之家是一家公益食堂，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一路，自2018年开办
以来，每天为近200位老人提供免费午餐。

本报讯（通讯员 杨洋）近日，陕西省煤层气钻井
分公司职工公寓接入千兆宽带网络，实现每间公寓畅
享独立WIFI，不仅为职工提升自身能力提供了便利
条件，同时也为他们创造了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近年来，该公司大力支持鼓励职工考取注册类证

书，职工公寓成为学习的“主战场”，未接入网络之前，
职工均是使用手机，流量费用高昂，或是使用笔记本
电脑开启手机热点，视频卡顿，大家学习存在诸多不
便。接入网络之后，职工便可随时随地使用网络进行
办公、学习、娱乐等，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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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和乐之家的厨房看到，餐厨设备干
净整洁，几名志愿者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的在
洗菜、切菜，有的在调制美味的酱料，还有人守在
灶台前熬制姜汤。

“老人家牙口不好，菜要炖得烂糊点，适合入
口还好消化。”说话间，“炊事员”陈秋菊不停地翻
动着锅铲。炒土豆丝、白菜炖豆腐、蒸馍……小小
的食堂里，很快饭香四溢。

就餐区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在志愿者的组
织下，老人们跟着动感十足的音乐做着手指操。
75岁的吴秀英已经在和乐之家用餐两年半，餐前
集体大合唱是她最喜欢的节目。“跟大家每天这么

唱一回，我感觉精神更好了。”她说。
和乐之家负责人张超告诉记者，食堂的运营

并不容易。起初，资金、场地、人手都是难题。她
和志愿者四处奔走，争取支持。慢慢地，一些企事
业单位开始捐助，爱心人士也纷纷加入，食堂运作
终于步入正轨，每天用餐的老人也从刚开始的几
十人增加到现在两百多人。

“2月 23日，供餐累计天数 2296天，供餐累计
份数 416927份，用餐 180人，带餐 30人……”7年
来，张超坚持将每日的就餐情况统计好发布在志
愿者微信群里。截至目前，和乐之家已累计为 41
万人次老人提供爱心午餐。

一份午餐，七年坚守

“吃饭啦！”张超忙活到 11时 30分，先将饭菜
端出来后，又忙着组织老人有序排队。她告诉记
者，和乐之家每日的供餐团队由 10至 15位爱心志
愿者组成，成员不固定，抵达餐厅后根据当日工作
情况自己认领岗位。

“我一有空就来，能为老人做点事情，感觉很
有意义。”54岁的志愿者杜小艳家住未央区相家巷
村，24日一大早，她就乘坐一辆货拉拉抵达和乐之
家，而车上拉的，是相家巷村村民捐赠的 200斤蔬
菜。将蔬菜送到后，她又在后厨帮忙备菜。

这样暖心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记者采

访当日，就有 3位爱心人士先后捐赠了糕点、杂粮
及面粉。

“很多爱心人士有啥就拿啥。”张超说，蔬菜水
果、锅碗瓢盆，食堂需要什么，他们便添置什么。
社区居民送几把椅子，爱心人士捐米面油，各个志
愿活动群的群友捐钱，房东降房租……在张超看
来，大家的支持是和乐之家运行下去的根本原因。

近200位老人同时就餐，安全是张超最操心的
事。从老人走进餐厅开始，她就一直盯着。将挡
道的凳子挪开、扶领到餐的老人坐好……就餐的1
小时里，她在过道间不停穿梭忙碌。

暖心场景，每天上演

经常做公益的张超注意到许多独居老人常凑
合着吃些剩饭剩菜，甚至有时干脆不吃饭。“对高
龄老人来说，做饭、吃饭都是难题。”她想为社区周
边的老年人办好“食”事，让他们在家门口吃上一
口热乎饭。于是，在未央区民政局的指导和支持
下，张超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士共同成立了
这个公益食堂。

对很多老人来说，和乐之家提供的不仅是一
顿午餐，还满足了他们对陪伴的渴望。76岁的张
庆华住在南郊，子女都在外地工作，以前总是一个
人吃饭，现在，去和乐之家成了她每天必做的一件
事。“生活有了目标，多了许多欢乐。”她说。

饭菜免费又可口、满足了社交需求、抚慰了孤
独的心……和乐之家的“好”，老人们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许多老人在用完餐后会主动留下来帮忙。

60岁的郭玉虎曾经是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
汉，张超帮其寻亲并办理了身份证。现在，他成了
和乐之家的志愿者，也有了住处，平日里会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虽已至耄耋，志愿者杨玉霞依旧认
为自己还能干点什么，擦桌子、发餐具、洗碗，她会
帮着做一些小零活。“人家帮我解决了吃饭的难
题，我也要帮人家，用好还好。”她说。

15时，结束工作的志愿者们启程回家，而和乐
之家的爱心供餐故事还将继续上演……

和乐之家，爱心延续

张超在后厨忙碌。

老人排队领餐。

省煤层气钻井分公司：千兆网络进公寓

2月 26日，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发布《个
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明
确汇算清缴准备及有关事项填报、汇算清缴
办理及服务、退（补）税等多方面内容。什么
是年度汇算？哪些人需要办理？什么时间
办理？记者就纳税人关心的问题采访了国
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

问题一：什么是年度汇算？
记者了解到，简言之，年度汇算就是在

平时已预缴税款的基础上“查遗补漏，汇总
收支，按年算账，多退少补”，这是2019年以
后我国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
税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问题二：哪些人需要办理？
据介绍，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第一类

是预缴税额高于应纳税额，需要申请退税的
纳税人；第二类是预缴税额小于应纳税额，
应当补税且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纳税人；
第三类是因特殊情形，造成年度少申报或者
未申报综合所得的纳税人，应当依法据实办
理年度汇算。

问题三：什么时间办理？
据介绍，2024年度汇算的时间是 2025

年3月1日至6月30日。有汇算初期（3月1
日至 3月 20日）办理需求的纳税人，可通过

个人所得税APP预约上述时间段中的任意
一天办理。3月21日至6月30日，纳税人无
需预约，可以随时办理。

问题四：办理需要提交什么资料？
记者了解到，纳税人可优先通过个人所

得税APP及网站办理汇算，税务机关将为
纳税人提供申报表项目预填服务，一般情况
下无需纳税人提供其他资料。

如需修改本人相关基础信息，享受扣除
或者税收优惠的，需要按规定一并留存或填
报相关信息、提供佐证材料。

问题五：可以延期办理吗？
据介绍，纳税人确有困难不能在6月30

日前完成年度汇算需要延期的，可在6月30
日前向税务机关提出延期申请，经核准后可
以延期办理；但应在汇算期内按照上一汇算
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税
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完成汇算。

问题六：对“虚假填报”“少缴税款”等有
哪些监管措施？

记者了解到，对未申报补税、未足额补
税以及虚假或错误填报年度汇算收入、专项
附加扣除等情形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依法追
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加收滞纳金，并
在其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中予以标注。对

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
款、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配合税务检查、虚
假承诺等行为，纳入信用信息系统，构成严
重失信的，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失信约束。

此外，汇算清缴期结束后，对未申报补
税或者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依法
责令其限期改正并送达相关文书，逾期仍不
改正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规定处
理处罚。情节严重的，予以公开曝光。

记者了解到，为更好服务纳税人，对符
合汇算退税条件且生活负担较重的纳税人，

“上有老下有小”、看病负担较重、收入降幅
较大以及年收入额 6万元以下且已预缴个
人所得税的群体，税务机关将提供优先退税
服务。税务部门还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加强合作，在个人所得税APP中实现个
人养老金“一站式”申报功能。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出台的办法不同于以往每年在汇算
期前制发“管一年”的规范性文件，而是调整
为“管长远”的部门规章，进一步稳定了社会
预期，也更有利于汇算清缴工作规范化开
展。办法出台后，各方在汇算清缴中的权利
义务关系界定更清晰，为相关涉税服务管理
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保障。

个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发布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王 靖

2024年度汇算时间是2025年3月1日至6月30日

1921年7月的一天，钟声在上海的夜
空悠悠回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的一栋石
库门小楼里秘密召开。在那个弥漫着紧
张与期待的夏夜，代表们低声讨论着中
国的未来。

党的一大前后，中国工人运动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五四运动的浪
潮席卷全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
上政治舞台，他们的声音开始被社会广
泛听见。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工人阶
级的觉悟显著提高，他们开始认识到自
身的历史使命，踊跃投身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我国工人阶级
和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

正式成立。党的成立为工人阶级提供了
坚强的领导核心，促使工人运动步入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一大与中国工人
运动息息相关，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
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
确，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和开展宣
传工作。

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
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决议》提出了如何
把工人组织起来，以及开展工人运动的
几项工作原则。

第一，对工人组织作出规定：本党的
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
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

第二，对开展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
作出规定：每一地区，均可视其需要而发
行一份工会杂志，一份日报或一份周刊。

第三，对成立工人学校作出规定：因

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
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
种学校，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应完
全由工人组成。

第四，对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作出
规定：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
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
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开始，
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进入了有意
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文
化斗争的新时期。自此，中国工人运动
步入了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期。1922
年 1月至 1923年 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
潮，扩大了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政
治影响。（摘自全国总工会微信公众号）

开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到来了！

2025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为了

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本报推出《工会百年巡礼》栏

目，带您回溯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会波澜壮阔的百年

奋进历程，讲述扣人心弦的工运故事，展现工人阶级

的卓越贡献。通过重现那些影响深远的历史瞬间，

感受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会组织在不断推进革

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编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