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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税务总局向全

社会宣传发布 2021“最美税务人”先进事

迹。他们中有人扎根山区 20 多年在纳税

服务一线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有人为了让

减税降费政策精准落地一直在“细”字上较

真用劲，有人携妻驻村当困难群众的暖心

人、致富道上的引路人……

细微处彰显纳税服务温度

“业务超级精，工作超级拼，政策超级

熟……”在同事口中，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副主

任马丽非常敬业。

2019年银川市税务局成立马丽工作室，

2020年工作室发展成为遍布银川市 7个办税

服务厅的“金字招牌”。担任总教官的马丽

对 7 个办税服务厅统一进行业务培训，规范

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开启“精准服务”新

模式。马丽把办税服务厅当做家，把大厅的

同事和纳税人缴费人当成家人，她说：“我想

留在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始终在第一时间

为他们解难题、办实事。”

“我想留在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说

过这话的，还有扎根山区 22 年的国家税务

总局山东省蒙阴县税务局坦埠税务分局税

务干部张克成。1999 年，从军 16 年的张克

成 脱 下 戎 装 ，转 业 到 蒙 阴 县 税 务 系 统 工

作。了解到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的岱崮分

局缺人手，他主动提出到该局工作。蒙阴

县地处沂蒙革命老区，山路崎岖难走。为

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状况、进行纳税辅导，

张克成常常要骑自行车或摩托车长途跋

涉，实在没路就翻山越岭步行，最多时一天

行程达 80 多公里。

2019 年，国家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政策。政策实施之初，国家税务总局陕西

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税务局收入核算科税

务干部崔勇超却发现一个“怪现象”：部分

纳税人办理退税的积极性并没有想象中

高。崔勇超进企业、问需求，终于找到了原因：一些企业退税金额

不大，办理退税的流程却很繁琐，有的企业考虑到时间和效率问题

就放弃了申请退税。

崔勇超立即行动起来，带着一班人研究起草方案，主动与国库

对接，推动建立简易退税流程：“金税三期”系统里有数据的企业，

纳税人无需再提供纸质完税证明；退税金额在万元以下的实行批

量退税，万元以上的，由税务机关统一打印资料与退税申请一并提

交国库。“不漏一企一户、不差一分一厘”，经崔勇超办理的退税款，

单笔最大 6000 多万元，少的仅有几块钱。他常说：“减税降费是对

企业最直接、最实惠、最有力的支持，不管金额大小都一定要送到

纳税人手中”。

实干担当推动税收现代化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武汉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副处长张

学东，5 年研发 8 个软件，推动税收发票管理信息化不断升级。

2015 年，为快速锁定虚开发票行为，“预警快”软件被开发出来，受

到税务工作者欢迎。张学东工作室团队研发的应用软件，成为湖

北税务在优化税收治理、推动精准监管工作中的“金字招牌”。

深圳拥有诸多享誉国内外的龙头企业、总部企业，也有着如雨

后春笋般快速成长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了给企业创造更

好的税收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深圳市税务局税务干部

陕闪在服务手段、服务方式上秉持专业化管理理念，不断突破创

新。面对大企业分支机构众多、办理涉税业务常常多头跑多次跑

的问题，陕闪带领团队实现“一户一册”“一户一策”“一户一招”，建

立税企“总对总”对接机制。这项举措推出后，许多大企业的痛点、

堵点迎刃而解，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时间和成本。

近年来，虚开发票成为涉税犯罪的高发行为。国家税务总局

山东省青岛市税务局稽查局局长黄伟带领团队从研究虚开犯罪规

律入手，在大数据利用方面进行探索。2018 年，黄伟创立集“甄

别、区分、定位”于一体的“三项技术”，同时配合探索总结的几十项

虚开发票犯罪疑点指标，构建起成熟完善的数据模型，整合成一套

行之有效的打击虚开发票新战法。

同样在兢兢业业守护税收安全防线的还有国家税务总局江西

省税务局纪检组副组长赵小冬：“别人攻不下的难题我上，别人怕

惹的麻烦我来。帮助干部纠正小错、防止大错，惩戒一个、警醒更

多，严管就是一种厚爱，这是我们纪检干部的天职。”

“国家利益无小事，该上缴国家的，一分钱也不能少。”国家税务

总局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干部许艺的日常工作是通过重点数据比

对、土地税源情况分析等，挖掘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少缴疑点数

据，督促企业补缴税款。在深耕本职工作外，许艺还心系公益。

2015 年，许艺牵头联系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众多家长和学生成

立“为爱启航”公益组织，并发挥孩子们有艺术特长的优势，成立义

演小分队。2017年，“为爱启航”公益演出筹集善款解决了云南省保

山市瓦马彝族白族乡上拉堡小学学生一年的用餐补助费。

扎根一线带百姓走上致富路

“谢谢韩书记，几辈人走的水洼路，咱终于垫平了！”看着装好

的路灯、平坦的道路，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村民何玉

顺拉着驻村第一书记韩宇南的手说。

“宁摸十里黑，不走何庄街。”2015 年，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周

口市税务局税务干部韩宇南刚入村时，前何行政村因为没有排水

设施，村中街道积水严重，街与街成了纵横交错的小河，村民生产

生活非常不便。为了早日实现街道硬化，韩宇南与村干部一起争

取项目，顶寒风、踏泥泞，徒步对驻村所辖的 5 个自然村 11 公里街

道进行实地丈量，申报规划、多方筹钱。村里劳动力不足，他就和

村干部带头，一把铁锹从早干到晚，和村民一起，挖土 800 多车，出

动 1100 多人次，终于垫平水洼、铺平道路。

修了泥土路，还要找到致富路。韩宇南带领村干部实地考察，制

定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方案，多元化特色经济在“因户制宜、一户一策”

的指导思想下持续发力。村里有了产业项目，老百姓腰包鼓起来了，

奔向更好日子的劲头更足了。乡亲们逢人便说“有困难，找老韩”。

在绵延的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个离雅鲁藏布江最近的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米林县税务局，这个税务局只有 9 名税

务干部。扎庚是米林县税务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多年来，他和同

事们默默坚守在祖国的西南边陲，为辖区内群众送去最贴心的服

务。发现米林县适合药材种植，扎庚就鼓励村民达意成立农牧民

合作社种植药材，不到两年合作社便有了 2 万元的纯收入。办合

作社能挣钱，国家还有税收减免，在达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村民

开始种植灵芝、天麻、贝母等药材，米林县的药材种植蓬勃发展，当

地群众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越跑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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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第一书记蔡培东——

优化基层治理
建立产业品牌

春节前夕，蔡培东沿着水泥路奔向脱

贫户许建文家。“老许，年货都备齐了吗？”

走进许建文所住的易地搬迁安置房，蔡培

东瞅着他问。“好了，对联有了，年货也有

了。”许建文摆摆手示意蔡培东坐下。一来

二去，两人聊起了过去几年的变化。

自从 2016 年 9 月来到四川省乐山市井

研县王家沟村担任第一书记，蔡培东一待

就是 5 年多。刚来时，村里基础设施不太完

善，蔡培东带着驻村工作队员和村干部一

起争取资金，改造基础设施。

修路、修水渠，改造电网，忙了一年多，

村里条件越来越好。“紧接着，我们又搞了

集体经济”，许建文回忆，2017 年开始，村里

先后引进几家业主，流转土地 2000 多亩，发

展起水产养殖、柑橘种植和蔬菜种植等产

业。蔡培东掰着手指头算起账，“村民有了

土地流转金，平常还能就近务工，村里也入

股了合作社，每年有分红。”2018 年底，王家

沟村成功脱贫。

新年还得有新计划，蔡培东又说起了

新想法。“这几年，我们村基层治理创新做

得不错，新春过后还要继续做。”蔡培东计

划，新年之后坚持每季度召开坝坝会，听民

声、问需求，优化村里的治理创新平台，让

村子治理更加有效。

“还要把村里的产业品牌化。”蔡培东

说，村里种有柑橘、李子，水产品质也很好，

缺的就是好品牌。未来，蔡培东希望争取

相 关 部 门 的 支 持 ，叫 响 王 家 沟 自 己 的

品牌。

脱贫户刘吉贵——

发展香菇产业
一起劳动致富

没等过完年，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潇湘

街道沙坝村村民刘吉贵就钻进了他的香菇

大棚，一个个菌板挨个检查。他去年在街道

农村信用社贷款 5 万元，靠着这笔钱，刘吉

贵还承包了 20 亩菜地，和妻子两个人每天

忙得不亦乐乎。

“农信社给我们发放的贷款都是没有

利息的。”刘吉贵说。刘吉贵一家是在 2017
年脱的贫，这几年来，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

和村里的帮扶，收入逐渐稳定。还完贷款，

去年一年的净收入有十五六万元。“一切都

要感谢党的好政策，靠自己劳动赚钱的感

觉真好！”刘吉贵欣喜地说。

“在国家政策提供的住房、医疗、民政

救助等补贴基础上，让脱贫户们不再依赖

低保，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生活，这是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沙坝村党总支书记郭

继认为，对脱贫户最大的帮扶，就是提供劳

动脱贫、劳动致富的思路。

为了让脱贫户们种得更安心，沙坝村

成立了村集体合作社，由合作社的技术人

员手把手地教种植技术。“就比如我们学种

香菇，菌包水分、温湿度调节、采菇等技术，

讲究很多，这些知识我们都是从头学起来

的。”刘吉贵介绍，村里还会定期开办技术

培训班，电焊、保洁、刺绣等，让脱贫户们有

一技傍身。

除了教技术，合作社还提供统一收购

服 务 ，让 种 植 户 种 出 来 的 菜 不 愁 销 路 。

“收购指导价是保底浮动的，在提供保底

价的同时，若市场价高于保底价，则按照

市 场 价 收 购 ，最 大 程 度 保 障 种 植 户 的 利

益 。”郭 继 介 绍 。 在 沙 坝 村 还 有 个“ 爱 心

超 市 ”，超 市 里 的 商 品 不 能 用 钱 买 ，而 是

用积分兑换。积分从哪来？“做好事有积

分，把生产生活做好也有积分！”郭继说，

每年村里的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会组成

评 议 小 组 ，对 各 家 各 户 的 生 产 、敬 老 爱

老 、家 庭 和 谐 、环 境 卫 生 、做 好 事 等 情 况

进行积分评比，年底可以凭积分到“爱心

超市”兑换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不仅

鼓 励 村 民 发 展 生 产 ，也 有 助 于 发 扬 文 明

的家风村风。

对于新的一年，刘吉贵打算再承包一

个大棚，招些帮手一起种植，把自己的香

菇 事 业 发 展 壮 大 。“ 生 活 好 起 来 了 ，家 里

房 子 也 盖 了 ，新 的 一 年 我 要 带 动 更 多 人

过 上 好 生 活 ，一 起 劳 动 致 富 ！”刘 吉 贵 笑

着说。

社区志愿者单金明——

立足社会所需
参与服务活动

河北省沧州市的大学生志愿者单金明

一早就推着自行车出了门。他要赶往沧州

市运河区配件北路社区，为“爱心小屋”的

孩子辅导作业。

“我希望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社区

解决辖区居民的实际困难。”单金明说，他是

南京大学 2019 级学生，报名参加了共青团

沧州市委组织开展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

动。作为志愿者，他的工作是在配件北路社

区为一线工作者子女搭建的“爱心小屋”里，

给孩子们辅导作业，陪他们读书、游戏。

“用自己所学所悟，通过活泼生动的形

式拓展孩子们的思维和视野。”单金明说，在

“爱心小屋”，不仅要做好日常的交流陪伴，

还要经常带孩子们一起歌唱、跳舞、做游戏。

居民有什么需要，志愿者就提供什么

帮助。“大学生志愿者们很给力，为社区充

实了力量。”沧州市运河区配件北路社区党

委书记杨晶说，志愿者不怕苦、不怕累，主

动承担起社区很多工作。据介绍，这些志

愿者大多是 00 后在校大学生。志愿者们分

上午班和下午班，上午班是早上 8 点到中午

1 点，下午班是中午 1 点到下午 7 点。许多

志愿者全天在社区帮忙，每天坐最晚的一

班车回家。“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沧州市各县市区返乡大学生踊跃报名、

积极参与，截至目前已招募 4600 余人，参加

各类志愿活动 600 余次。

谈及新年的打算，单金明说：“作为一

名大学生志愿者，我将继续立足社会所需，

积极参与更多的志愿活动，为他人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与服务，在志愿服务中发挥

才干、实现价值。”

企业员工曹美灵——

备考职称证书
提升工作技能

“在生产一线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也想

参与到研发项目中，为公司出一份力。”“到

时会有竞争上岗，欢迎曹经理报名。”在浙

江湖州南浔经济开发区的浙江联大科技有

限公司装配车间，听说公司年后将研发自

动化生产线，企业生产经理曹美灵跃跃欲

试，企业负责人向她发出邀请。

春节前夕，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电机，

曹美灵也在其中，她笑着说：“这是节前最

后一个工作日，这一年收获满满。”

老家在安徽亳州，曹美灵已经在湖州

打拼奋斗了 13 个年头，凭借勤恳好学，她从

车间普通维修工人成长为企业生产经理，

负责企业电机嵌线工艺流程管理。当初面

对新岗位时，曹美灵多少还有点生疏，“毕

竟一下子管理这么多人，在高效运转的情

况下还要保证产品质量。”去年，她带领嵌

线班组超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产品合格

率达 100%，荣获了企业的年度最佳班组荣

誉称号。“今年，我要更加努力。”曹美灵说。

对于新的一年，她已经做好规划：“我

打算自考人力资源管理师职称证书，一方

面可以增加自己的专业技能，管理好团队，

另一方面考取证书后政府和公司都会有相

应补贴，收入也能涨不少。”不仅如此，这些

天曹美灵还在忙着另一件事——不少老乡

给她打电话，让她帮忙打听岗位招聘信息，

曹美灵到处张罗，“老乡们都想出来学门手

艺，多赚点钱，我就给他们帮点忙。”

从技能水平提升到医疗、住房等政策

全方位倾斜，这些年，像曹美灵这样的产业

工人获得的实惠真不少。两年前，她和丈

夫申领购房补贴并在当地安了家，家中孩

子也顺利在当地初中就读。

对于未来，曹美灵更是信心满满，“这

几年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工资每年都在涨，

日子越过越红火。明年春节，我准备接父

母到南浔，一起过大年。”曹美灵笑着说。

图①：蔡培东（右）走访村民。

本报记者 王永战摄

图②：刘吉贵在采收成熟的香菇。

代石全摄

图③：单金明在教小朋友剪纸。

杨 洋摄

图④：工作中的曹美灵。

本报记者 窦瀚洋摄

听驻村第一书记、脱贫户、社区志愿者、企业员工，说说新年新打算——

春来又一载 继续加油干
本报记者 王永战 沈靖然 马 晨 窦瀚洋

核心阅读

立春已过，万象更新，
大家有什么新打算？记者
走访了驻村第一书记、脱贫
户 、社 区志愿者和企业员
工，倾听他们的想法，和他
们一起展望未来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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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身份证就能显示行程码和北京健

康宝的信息直接进站，不需要再拿手机出

示，方便太多了！”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站准备乘车进站的旅客王泽宇说。

今年春运，呼和浩特站升级站内验票闸机，

更新自动核验设备系统。旅客只要在“国

家电子健康码”登记过身份信息，在进站进

行身份信息验证过程中，屏幕上就会出现

健康码状态，不再需要专门申领出示健康

码。对于进京的旅客，检票闸机系统将会

自动读取旅客“北京健康宝”信息。据了

解，设备升级后，在 1 小时内最高可实现 3

万名旅客验证，为人工核验效率的 10 倍。

为减少人群接触，呼和浩特站还将安

检区前置、检票闸机后移，在安检处增设一

体化测温安检门，通过语音报温自动拍照

完成体温检测。

“车站现在采取‘动静结合’消毒方式，

站内每两小时全覆盖消毒一次，对旅客接

触频次较高的检票口、候车区、卫生间、扶

梯等位置，则是‘车开检票口喷洒、客走候

车区细擦’。”呼和浩特站客运车间主任杨

志宇说，疫情常态化防控下，铁路部门全力

以赴，为旅客营造健康出行环境。

内蒙古呼和浩特站优化服务——

设备升级 方便旅客
本报记者 张 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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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湖南娄底车务段组织全段党员立足岗位做奉献，让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图为邵阳站“紫薇花服务队”队员热情服务重点旅客。

许 准 刘玉良摄影报道（人民视觉）

“上车的旅客抓紧往车厢里走……”正

月初六，由南昌西开往深圳北的 G2735 次

列车在南昌西站发车时，列车员闫禹欣站

在 8 号车厢门口，一边提示上车旅客戴好

口罩，注意脚下安全，一边引导旅客快速有

序地登车。闫禹欣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今年是他参加工作后的第六个春运。

百米不到的车厢里，及时为每一名乘

车旅客提供服务，就要手脚快、嘴巴勤。“您

好，您携带的行李箱太大了，我帮您取下

来，放在大件行李柜里。”“您的水杯杯盖要

及 时 盖 好 ，以 免 前 排 调 整 座 椅 时 打 翻 烫

伤。”“今天车厢里满员，人特别多，孩子的

口罩一定要戴好。”从 8 号车厢走到 6 号车

厢，闫禹欣不停提示乘客。

“老人家，我来帮您提。”13 点左右，列

车到达吉安西站前，两名老人引起了闫禹欣

的注意。了解到老人行李多，他上前帮助老

人把行李提前搬到了车门口。6 年来，每逢

春节，闫禹欣都是在列车上与同事一起度过

的，今年也不例外。他说：“和旅客在一起，

工作忙起来，感觉很充实。”

列车员闫禹欣的第六个春运——

用心用情 服务旅客
本报记者 王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