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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泰兴市蒋华镇扎实抓好农村税

费改革后的第一次农业税征收工作。全镇

103万元夏征任务，原计划利用6月份一个

月的时间，实际上仅用了8天就全部征收入

库。他们主要抓了“四个结合”。

一、把宣传教育与执行政策结合起来

一方面
，
精心组织，宣传政策。运用培

训班、广播自办节目、宣传车、宣传标语等

宣传工具，多层次、全方位地宣传农村税费

改革政策，使税改政策家喻户晓 为农业税

征收营造了浓郁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执

行政策，取信于民。除了国家规定应由农民

负担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经村民大会或

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确定的“一事一议”筹资

和过渡期内“两工”统筹外，不以任何借口

或名目向农民多收一分钱。夏征时，严格执

行“夏四秋六”的政策。该镇全年农业税征

收任务258万元，政府下达夏征指标时，只

按全年任务的40%落实到村。征收结束时，

85%以上的农户没有突破这个比例。但有

383个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自愿一次性缴清

了全年应征税款。

二 、把依法治税与调解遗留问题结合起来

一方面，依据政策法规 规范操作，

具体做到 “四公开”、“四到户” 和 “三

一致”。即税收政策公开、税收任务公

开、征收结果公开、 减免指标公开；政

策宣传到户、 任务落实到户、纳税通知送

达到户、完税凭证填开到户；实征税额与

纳税通知书和农民负担监督卡上的应征税

额相一致。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农业税政

策的公平和公正，让纳税人明白，并接受

纳税人监督。同时，农民负担监督卡和纳

税通知书都送达纳税人签字确认，回执装

订成册交财政所入档保管，为依法解决极

少数 “蛮缠户”、“赖皮户” 拒不缴税

的问题掌握了翔实的证据资料。另一方

面，化解矛盾，为征税清障。事实上，

每年都有一部分农户拖欠或拒缴农业税，

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建房造屋、计划生

育、界址纠纷或邻里矛盾及其他遗留问题

长期得不到解决，到了收税时向干部发

难。而这些遗留问题的解决之时，也就是

税款征收的入库之日。今年5月，蒋华镇

利用 10 天时间，对长期悬而未决的“遗

难杂症”进行专项治理。党政负责人亲自带

队深入村组调查研究，做过细的思想工

作
，
尽一切可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在此

期间，全镇共解决了52起矛盾纠纷，清收

了7万多元尾欠税费，更重要的是为今年的

农业税征收清除了障碍。夏征结束时，全镇

只有一个“蛮缠户”无任何正当理由而拒不

缴税，财政所正根据掌握的证据资料，着手

运用司法手段解决。

三 、 把典型示范与攻坚克难结合起来

一方面，抓重点 树典型，促全面。蒋

华镇以季桥村作为试点，探索“定时、定

点”征收经验。由于宣传声势大，政策执行

好，党员干部带头缴，农民综合素质好
，
加

之村干部在群众中威信高，该村只用了两

天时间，72246元夏征农业税任务就征收入

库。群众到村代征点缴纳农业税的队伍排

起了长龙，场面着实令人感动。镇政府组织

各村干部及部分村民代表到季桥村现场观

摩，在全镇推广季桥经验，推行征收方式的

改革，收到了较理想的效果，全镇16个村

全部设点征收，80%以上的农户自觉到代征

点申报纳税。另一方面，抓难点，攻后

进，促平衡。经排队分析，全镇有三个

村为税费收缴后进村。为了不让后进村拖

全镇后腿，镇党委政府针对这三个村存在

的不同问题，采取相应对策。其中：对

一向工作疲塌的清水村，指派分管农村工

作的副镇长坐镇指挥，三天就完成了征收

任务。最难的村要算海洋村，干群矛盾

多，遗留问题多，尾欠税费多，支书换

了一任又一任，欠镇税费 18 万元。镇党

委政府抽调了8名机关精兵强将组成工作

组，由分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带队进驻该

村。通过查处干部的经济问题，完善二轮

承包土地责任制和解决遗留问题等，聚合

了民心，重新激发了纳税人自觉纳税的积

极性，在按时完成了今年夏征任务的基础

上，还征收尾欠税款 4.81 万元。

四、把充实征管队伍与建立协税网络

结合起来

一方面，适应改革需要，充实征管队

伍。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征收任务加

大，征管要求相应提高。特别是推行“定时

定点”征收和“一户一票、一税一票”的征

管方式后，业务工作量仅靠财政所几个人

手很难应付。为解决征管力量不足的矛

盾，蒋华镇从农经站、审计所和农行、信用

社抽调了26名业务骨干，充实到财政所农

业税征管队伍中去，每个村分派2人开票收

款，保证农户随到随缴，票款两清，既方便

了农户缴税，又规范了操作程序。另一方

面，依靠基层力量，建立协税网络。首先，

镇政府建立了农村税费征管领导小组，总

体上把握政策、统筹兼顾、协调关系，加强

对农税工作的领导。其次，各村建立了协税

小组，由财政所聘请村委会主任、会计站长

等村主要干部为农业税协税员，配合财政

部门设点征收农业税。再次，委托粮食收购

部门及其他农产品收购单位代扣代缴农业

税。此外，还与宣传、农经、司法等部门沟

通联系，为农业税征收提供舆论导向、政策

把关和司法援助。实践证明，专业队伍与协

税网络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较完善的征

管体系，是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的组织保

证。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泰兴市蒋华镇

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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