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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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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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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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