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收
征管 照章办事“三不 怕 ”

湖北省宜昌县小溪塔财税所

1983年， 我们所的工 商税收入，在电力税收下降

24.8万 元的情况下，除雪茄烟税 收 外，其他收 入， 在

1982年增长三成的基础上， 又增长21.7% ， 两 年 迈出

了两 大步。实践使我们体会到，税收 增 加，一是靠经

济增长，二 是要依率计征，照章办事。

有税必收  不怕碰钉子

我们管理的近5，000个纳税 户中，县 以 上 所 属的

单位有70多户，户数不多，却占 收入90% 以 上。这些

单位的绝大多数纳税态度是积极的，对 税 收 工作是 支

持的；但也有少数单位，没把税 收 当回 事；个别单位

甚至以 各种借口，抵制交税。我们在学习党的 十二 大

文件，讨论如 何开创财税工作的新局 面 时， 组织 干部

职工 认真研究 了怎样坚持 依 法 征 收，照章办 事的问

题。同志们说，当前的形势很好，关键在于 我 们的工

作能不能过得硬。前一段， 我们在征 管 工作中有 “前

怕龙，后怕虎” 的现象，很 多漏 洞 没有堵住。因此，

必须端正作风，树立 有税必收、不怕碰钉 子 的精神。

雪茄烟厂是我县的骨干企业，也 是 我们的促 产重

点户， 但这个厂的税款不能及 时足 额入库。经 过多次

研究， 在县局领导的支持下，决 定把 烟厂 的 纳税 改按

月征收 为按次征收，每收进一笔货款，就 征 收 入 库一

笔税款。先是企业不同意，银行的 同 志也有意 见，嫌

麻 烦。县局多次 与烟厂和银行 交涉，问题还 是 定不下

来，后 来反映到县委、县政府。县 长办 公 会议 进行 了

专门研 究，分管财贸和工 业的副 县 长都表示 支持， 分

别 又给银行和烟厂 做 工 作，同时给烟厂增拨 了流动资

金， 解决 了资金不足的困难。这样按 次 征收的办法终

于得到 了落实。现 在， 烟厂的 税 收基本上做到 了及时

足额入库。

葛州坝工程 局包给 我县搞护堤 工 程，按 规定要收

税。一些社、镇带队的 负责 人向县政府反映说：“我

们自 己搞工 程，财税所还找我们 收 税， 从哪说起？”

一位县长说：“收税有政策，苛捐杂税是不会收的。”

可是，那些带队的 负责人曲解 原 意，说 某 某 县 长 说

了，苛捐杂税不能收.我们的专管 员说：“县长说的

是不收苛捐杂税，让你们 交纳建筑安 装工 商 税是有明

文规 定的， 不然我们一起 去请示县 长。” 他们看到有

政策文件， 专管 员的态度又很 坚 决，就 说：“我们照

章交税就是， 不必去找县长 了。”

去年上半年，我们 发 现一个单位对外 凭 白 条付

款， 漏税几千元。根据 企业单 位 不执行发货票管理制

度凭白条付款造成 漏 税 的，由 付 款 方 补 交的有关规

定，所里决 定向 这个单位追补，他们却说，要我们补

税，没有这个规矩！ 专管 员同志拿出 文件，经过宣传

解释，他们还是照章纳 了税。

有漏必补  不怕捅刀子

随着商品 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我镇 个体工 商业

户，一下子发展到230多户。大 多数 个体户能够 依 法

纳税，但也 有少数人，无理 取闹，甚至谩骂税务干部。

因此， 有些青年同志不敢放手工作。为了搞 好个体户

的税收管理，我们认真抓 了以 下 几 方 面的工作：

一是大张旗鼓地进行法制 宣传教育。我 们 与工 商

管理部门、个体劳动者协 会 密切配合，并取得公安、

司 法部门的支持，开大会，放 广播， 大 造 声势， 认真

宣传宪法、刑法和税 法的 有 关规 定，对个别表现不好

的就进行批评教育。如 有一个个体商贩偷漏 税 收， 令

其补 交，开始时他 大发雷霆，说什 么豁 出 一把老骨 头

和税务干部拼 了。我们一方面对 他 进行耐 心 的教育，

同时与工 商行政部门商量决 定 盘他的货。他看 硬 不过

去，终于补交 了 漏税 120多元。

二 是抓典型，扩 大影响 。有个肉贩子经 常在集市

贸易上贩卖猪肉不 交税。专管 员好 几 次 给 他 宣传税收

政策，令其依法补 税。他 开 头说 没 赚 到 钱，叫苦求

情；接着是躲 着不露面，想 逃 税。我们找到 了 他，他

把砍骨刀在案板上一拍，眼睛一瞪说：“我 的 刀 不是

光杀猪的，搞烦 了 我不 认人！” 竟以 捅刀子相威吓，

我们没有怕，把他 刀 子 夺 下，叫他 跟 着走。他傻了

眼，连忙 赔 罪 道 歉：“我 错 了，我交税。” 当 天下

午， 他就主动到财税 所把 101.77元的 偷 漏 税 款 全 部

交清，并作了今后按时交税的保证。市场上的 一 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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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商业户，看到我们处理 了这个“惹 不 起” 的肉贩

子，震动很 大，先后补 交漏税 1 万 多元。

三是调查研究，掌握资料。我镇有 不 少外地来的副

业队、建筑队，他们仗着人多，有时围着税务 干部吵

闹，不肯交税.我们除通过县建 委 系统，加强发货票

的管理和控制外，特别注 意 掌握他们的收 入 结 帐 情

况，做到 事先心中有数。浙江 省 的一个建筑队，承 包

县里一个局的房建工程，他们采取两 套合同、两本账

的办法，向财税所谎报只 包 工 不 包料，只 就工资部分

申报纳税；还活动甲方开具假证明。我们 事 先预征 了

他们2，000元税款，清算时那个 建 筑队的头头拿着假 完

工单，说工资收 入只 有 3 万元，要求退税1，100元。

一些人气势汹汹，寻衅闹 事。我们根据 已掌握的真凭

实据，揭穿了他们的骗局，他 们 老老实实认了错，除

原 交税2，000元 外，又 补税罚款3，000多元。事后，他

们说：“这个财税所办事认真，打马虎眼不行， 更不

能撒野。”接 着我们又召集52个外来建筑队 开 会， 动

员他们自查，补报漏税 5.6 万 多元，占 原 纳 税 额 的

67%。

有错必纠  不怕丢面子

我所由于人员变动比较 频 繁，近年来新手 又 多，

加上管理 面宽，情况 复杂，工 作中难 免 出 现这样那样

的缺点和失误。但是我们始终坚持 了一条原则， 就是

有错必 纠. 不怕丢 面子，勇于改正工作中的 缺 点和错

误。
我镇八〇九厂是个三线工 厂，按政 策规 定，他们

生产的自行车轮胎和印刷 胶 滚，应分别按 18% 和 12%

的税率征收 工 商税。由于我 们 工 作 粗枝大叶，误按

5 % 的税率征 了税。察觉这个差错后，就主动 上 门向

企业领导和财 务人 员赔礼 道歉，承认错 误，请他们按

规定补税。企业的同志说：“自行车轮胎 刚 生 产，成

本高、亏损 大，还 补 什么税”？我们耐心解释说：

“执行政策要 严 肃，该 交 的税还是要补 的，亏损问

题，我们 核 实后，再向上级 申报免税照顾。有错必 纠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经过反复做 工 作，企业看到我

们的态度诚恳，敢于 认 错，遂将 少收的1.6万 多 元 全

部补 交入库， 同时我们根据 企业的 申 请，实事求是地

把该厂试产 自行车轮胎亏本 问 题，向省、地财税部门

写 了申请免税的 报 告，既 严 肃了财税法纪，又 密切 了

税 企关 系。

去年以 来， 不断有纳税单位和个体工 商 业 户找上

门来，叫苦说情，要 求减 免税收。我们做 了 大量的工

作，说服他们努力提 高经济效益，不要 在税收 上打主

意。但也有个别专 管员同 志未能坚持原则，随意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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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票证是税务机关征收工

商各税的专用凭证，也是税收会

计凭证和税收、税源统计的原始

资料。税收票证在未填用之前，

是一种无价证券，填用以后，凭

它可以无偿地收取现金，是纳税

单位的完税证明，也是检查纳税

单位、纳税人交纳税款情况的依

据。因此，加强税收票证管理，

提高填票质量. 对保护国家票款

安全、正确贯彻执行税收政策，

促进征收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重

要的作用。

多年来，内蒙古林西县税务

局的领导始终把票证管理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来抓。尤其是1977年

财、税机构分设后，税务部门补

充进一批新兵，不熟 悉 票证 管

理，为此，税务局领导利用各种

机会向税务干部讲解税收票证的

重要作用和填写税票应该注意的

事项，并用过去因税收票证管理上的漏洞，给贪污分

子以可乘之机，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的 实例教育大

家，提高了同志们对票证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在实际

工作中还采取了以下做法：

一、建立健全票证管理制度。（一）确定专人保

管，专库、专柜存放，做到库房清洁、摆放整齐，并

加强了防霉、防鼠、防蛀、防火和防 盗等项工作。坚持

月清点、季查库制度，做到帐实、帐据、帐表相符；

（二）认真执行领发制度，做到 当 面 清 点，相互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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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有两 个合伙经 营 的个体户，原来每 月 交税100

元， 他们一早一晚经常找一 个老 专管 员磨 咀 皮， 说

自己不会做生意，搞 不赢 别人；又说 家里人多，生活

困难，要求高抬贵手， 少纳 点税，软 磨 硬泡，把这个

专管员的心说软 了，答 应他 每 月减税20元。我们发 觉

这件事后，批评 了 这个专管 员随意减税是 错 误的， 又

通过调查落实，这两 个个体户 不 但 不该减税，原 来每

月 交100元的税还少 了。专 管 员同志 深刻 地检讨 了 自

己的错误，并 主动 把应收 的税 款补收回 来。

张学愚  金银香整理

章，不准代领或相互借用票证；（三）县局计会股对

专管员，专管员对代征单位或代征人员，按 月坚持

“带票报解”制度，因此，没有发现积压、挪用税款

的问题；（四）严格坚持审票不过月，做 到专管员报

解时会计人员当面审，主管票证人员全面审，计会股

长每月抽审60% 以 上的 税 票，审后“竞赛图表” 上

墙，按月对所属专管员的填票情况进行通报，好的表

扬，差的批评，并且把填票质量同年终评选先进工作

者结合起来。
二、加强辅导，提高填票准确率。填开票证是整

个计会统工作的基础。票证填开的好坏取决于税务干

部政策、业务水平的高低。林西税务局始终把提高税

务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计会股

的同志经常和专管员一起学习计会业务和填票知识，

并根据日常审票中发现的问题，随时对专管员进行辅

导。在月终专管员回局报解时，召集汇报会，把每个

人的填票情况公布于众，交流情况，促使大家互相学

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填票质量。由于领导重视.
计会股加强辅导，填票差错率由原来的13.6%，下降

到 5 %，基本实现了昭乌达盟税务局规定的填票准确

率的要求。
三、注意抓好票证清理与核对工作。几年来，林

西县税务局之所以没有出现积压、挪用公款的问题，

还因为他们能针对票证管理中发现的问 题，经常组织

力量深入基层开展清票与核对（纳税联 与 报查 联核

对）相结合的大检查工作。他们 连续两年对五名专管

员填开的“三联完税证”进行了全面清理核对，发现

有三名专管员采用 “大头小尾” 、“改头换面”、“报

查联用钢笔填写”等 手 法，贪污税款4，289元。由于

他们注意抓了这方面的工作. 对教育挽救干部，保护

国家财产不受损失，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

税收征管
辅导工作做得好

  代扣代缴见成效

黑龙江省绥化市税务局，从1983年10月 1 日起对

305户个体食品杂货店实行了由批 发 部门 代扣零售环

节工商税的办法，收效显著。这些个体户的月平均征

税额由原来的5，830元，增加到25，100元，增加了4.3
倍。他们主要抓了三个环节的工作：

一是抓辅导工作，建立制度。这个局在做好宣传工

作的基础 上，针对有些批发单位的财会人员不熟悉税

收政策. 不会计算纳税额的实际情况，指定专人对扣

缴单位进行巡回辅导，讲解适用税率和填开扣税凭证

的方法，并建立了三项制度：（ 1）扣缴单位必须把

代扣的税款在银行q专户储存，定期入 库；（ 2）扣缴

单位要设立专门帐户，核算扣缴税款事项；（ 3）按

月报送 “代缴税款报告表”，对催缴无效的，要通知

银行扣款，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二是抓薄弱环节，堵塞漏洞。由批发单位代扣税

款的办法实行后，有的个体户千方百计地找门路，直

接到工厂进货，企图漏税。对此，他们及时与厂方研

究，将一些企业核准为扣缴单位，有效地防止了税款

的流失。

三是抓典型经验，及时推广。市糖酒公司第五副

食品商店的个体批发部. 对代扣代缴税款非常重视，

财会人员认真负责，手续制度健全，实行专人扣税，

计算税款准确无误，按时缴纳无 拖欠。他们及时总结

推广了这个商店的经验，推动了批发单位代扣代缴税

款的工作。

（陈景和  李秉超  苍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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