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有关补贴后的 5.5%），药品价格上涨客观因素；但主

要的是受长期吃大锅饭的影响，内部管理松弛所致。如

不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职工医药费超支的“雪球”

则会越滚越大，企业生产经营所创造的效益抵不上职

工开支的医药费，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为此，江浦

县粮食局在深入调查了解后，对全系统职工医药费的

管理实行必要的改革，并制订了《江浦县粮食系统职工

医药费管理办法》，其内容主要有：

一、全系统各单位一律取消医院的“特约记帐单”，

凭现金看病。堵塞了“特约记帐单”被转让、借给他人看

病的漏洞。

二、各单位实行“自提自用，结余归己，超支自补”

的办法。单位对职工实行定额包干（每月随工资发 5

元，全年 60 元），节约归己，超支部分依据工龄长短按

比例报销：工龄不足 10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报销 50%；

工龄满 10 年但不满 15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报销

60%；工龄满 15 年但不满 20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报销

70% ；工龄满 20 年但不足 25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报销

80% ；工龄满 25 年但不足 30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报销

90% ；工龄满 30 年的，超过定额部分全报。

三、对因公负伤和经县级以上医院诊断为突发性

疾病的以及恶性肿瘤等疾病，所发生的医药费据实报

销。

四、对下列情况而超支的医药费不予报销：未经单

位领导批准，擅自找个体医生看病的医药费；因个人原

因或酗酒、斗殴等而造成伤病所支付的医药费；不属报

销范围的滋补药品；未经当地医院开具转院证明或未

经单位领导批准而擅自转院到外地看病的医药费；未

经单位领导批准，擅自做 C T、核磁共振等检查的医药

费。

五、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必要时带病历审核。

由于制订了职工医药费管理办法，端掉了“大锅

药”，以前那种小病大养、“一人公费，全家吃药”的不良

现象得到扼制。1992 年职工医药费支出比 1991 年减少

24 万多元，下降 54% ，1993 年职工医药费支出比 1992

年减少 26 万多，下降 59.6% ，两年医药费支出共节约

50 万。既保证了职工正常看病医疗，又堵塞了浪费的漏

洞，达到了节药开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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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新的农业特

产税政策的出台，农业特产税应税品种日渐增多，纳税

范围逐步扩大，原来只作为征收农林特产税的一种补

充方法的市场稽查征收形式，如今将成为农业特产税

征收管理工作中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湖北天门

市开展这一工作近四年来，累计查补农业特产税约 95

万元，为促进市区各集贸市场及全市农业特产税的征

管、堵塞税收漏洞、理顺税收秩序、增加财政收入等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天门市有一个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机构，即农税

稽查队（前称为市区农林特产税市场征收所）。该队建

于 1990 年 6 月，当时开展市场稽查工作，在全区和全

省属于首家。他们坚持至今，取得积极的效果。现以市

区为例，介绍他们开展这一工作的具体做法。

1.宣传发动，大造舆论，形成一个良好的依法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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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依率计征的气候。为了打开征管新局面，他们采取

多种形式大造舆论声势，反复宣传国务院、省、地、市有

关文件精神和规定。写标语、刷路牌、拉横幅进行挂牌

宣传；点播电视连续剧、制字幕进行电视宣传，设阵地、

架广播，进行定点宣传；录磁带、出专车进行巡回宣传；

印宣传手册，送资料进行上门宣传；在报纸上举办答记

者问，进行专栏宣传；电台联办节目进行专题宣传；在

街头巷尾、车船码头、集市中心进行厨窗宣传。同时市

政府还专门发布了《天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农林特产税征收管理的通告》并张贴各市场，为打开市

场稽查补征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强化培训，现场练兵，装备了一支能适应新工作

需要的过硬的农税稽查队伍。稽查队成立后，进行了近

半个月的市场稽查专业的强化培训，学习开展农林特

产税征收管理工作的有关政策和规定、稽查补征工作

规程和操作技术，并在市区南湖、人民路两大集贸市场

进行了现场练兵，培训了一批业务骨干，配备了一支强

有力的农税稽查专班。

3.深入调查，明察暗访，摸清了税源。为了摸清税

源，稽查队成立四 个专班，到城区各路、道、车船码头、

港口、车检站台等处调查摸底，做到大市场普查，小市

场暗访，彻底摸清各个市场内和市场附近有关单位及

个人的农林特产品销流情况，掌握哪些应税产品是实

行了定卡征收，哪些经营者有外销证和税务登记证，哪

些是坐点（摊）收购或销售的，哪些是购运的，哪些是零

星出售的，哪些是在途转手的等等。通过调查走访，掌

握了城区国营集体、联营收购（经营）特产品单位 38

个，个体收购（倒卖）特产品商贩 142 个。第一手资料的

掌握，为开展稽查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和保证。

4.设站定责，健全制度，增强了稽查工作的力度和

透明度。税源摸清后，为有效展开工作，他们设立了四

个稽查站，并明确了各站职能，对各个站的稽查范围按

城区主要路段划分了四个责任区，使每个专管员对自

己的工作范围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制定了十项制度，

并挂牌上墙，公开约束机制。特别是在公务纪律上，明

确规定专管员执行公务时，必须严格按规定着装，佩章

带证，挂牌稽查，接受群众监督，促使每个人自觉依法

行政，依法收税，依率计征，严格税收纪律。不准利用手

中的权力，或搞管、卡、要，或收人情税，或搞钱权交易，

或擅自减免税款。

5.量化指标，硬化工作绩效考核办法。根据各专管

员的分工及岗位大小等，定职定责，实行责任化管理，

有奖有惩，赏罚分明。重点落实了“三定一奖一惩”责任

制，即一定人员，采取凭能力当站长，站长选职工的办

法，根据站工作量的大小，规定各站稽查人数；二定范

围，对每个站的稽查范围进行明确划分；三定任务，根

据业务情况，把市局布置的任务分解到每个稽查站，实

行业务费与完成任务挂钩，一改过去收多收少 一个样，

混吃大锅饭的现象。一奖是对完成任务的站每月按一

定比例给予奖励经费，超额完成任务的奖励，年终一次

性兑现到人。一惩是对完不成任务的站进行惩罚。充分

体现了多劳多得，有奖有惩的原则，真正做到“个个结

帐有指标，人人出力争贡献，票款一月一次清，年终一

次总兑现，奖优罚劣干劲添”。

6.边查边改，扫除障碍，理顺市场税收秩序。市场

稽查开始后，一些纳税户纳税意识淡薄，采取种种办法

逃避税收，对此，稽查队边查边改，在制定相应措施并

调整稽查力量的同时，组织每一个站组加班加点，实行

24 小时值班负责制。在旺征期间，也就是特产品销售旺

季，他们到市区缘边各路口、市场进行昼夜巡回稽查，

始终坚持按政策稽查，该收的坚决收清，不该收的一分

也不要，做到守一方，防一线，管一片，尽量不使税收流

失。通过查改，来维护农业特产品的市场正常交易，理

顺市场税收秩序。

7.部门配合，齐抓共管，建立稽查综合体系。在稽

查过程中，稽查队主动配合公安、工商、林业执法等职

能部门，成立了市场联合稽查管理小组和道路车辆检

查站，组建了一个融税、费 查、征、管为一体的市场稽

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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