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税光荣榜

人大代表魏俊红带头报税

刘邦本武汉市青山区税务局

全国人大代表、武 汉市钢城 “兄妹小 酒 店” 主人

魏俊红，去年在武汉市青山区红 钢 城 税 务所召开的一

次 个体 工 商户 定税会上， 第一个申报 1983年下半年的

营业额 和 税款比 上 半年各增加33.33%。他说： “我

们个体户向国家纳税是很 光 荣的。税款 交得越 多，我

们的贡献就越大。我们要遵 纪 守法，如 实报税，偷税

抗税的行为是可耻的.” 由于他 的 带头申报， 当天的

定税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根据 有关政 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税 务所考虑到

“兄妹小酒店” 有 些 服务只 收成本， 没有盈利， 对该

店核定营业额和税款比 上半年各增加20%。魏俊红带

头报税，在群众中受到好评。

纳税光荣榜个体户罗文林一贯守法纳税

陈孟然合肥市税务局

安徽 省 合肥市淮河路 115号做 毛 笔生意的个体户

罗文林，一向 遵 章纳税， 守法经营，从1950年 6 月至

1983年 8 月，共向 国 家 交 纳工 商各税5，000多元。税

务部门多次对他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基本上没有发

现偷漏和拖欠税的问题。

罗文 林 今 年 70 岁， 因家庭贫穷，14岁就 当 了徒

工， 学习做毛笔手艺。出 师 后长期在外地帮工。全国

解放后， 他回 到合肥市，1960年 5 月开设“罗文林毛笔

店”。他做的大小毛笔多达20余种，由 于 手艺精巧，

毛 笔柔软耐 用， 博得了用户 信任，远销省内外。

罗文林遵章纳税的 思 想基础好， 有穷苦人翻身不

忘报国的感情。早 在 五十年代， 他 就 向 妻 子王永萃

说：”我是帮工 出身，在旧 社会，既 无土地也 无 钱 财，

共产党来了，我们开这笔店 有了营 业收入，以 后一定

要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主动履行纳税 义 务。”王永

萃说：“文林，我不识 字，讲 不好大道理，但解放后

同 解放前相比，哪个社会好，我心 里有数。我们家不

但不能 做 违反政府规 定的事，还应该帮助政府做一些

能做的工作。”

据 罗文林讲，解 放初期， 合 肥市有14家私营毛笔

店，当时，罗文林是这个行 业 的评税委员和纳税组长，

他 积 极协助 税务机关搞好民主评税和催收税款。“三

反、五反” 运 动 中，由于 罗文林经营作风正 派，被评

为 “守法户”。

（插图  陆燕生）

“文革”期间，有 一次 税务人员送纳税通知给 罗

文林，恰 巧 碰上一个 “造反派” 到店里买毛笔。这个

纳税光荣榜
个
体
户
孙
大
兴
父
子
主
动
补
税

崔
元
勋

青
海
省

税
务
局

青
海
省
民
和
县
马

营
镇
个
体
户

陈
大

兴

，
平
时
一
贯
按

时
纳
税
。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纳
税
检
查

中
，

他
感

到
税
务
所

给

他
核
定

的
税
额
可

能

比
他
的

实
际
收
入
低
了
些
，
他
想

，
过

去
虽

然

按

时
交

了
税

，
如

果
这
次
交

不
足
税

，
就

是
占
了

国

家
便
宜
。
回
家

后

，
他
和
儿
子
陈
学

忠
把

1

—

9

月

份
的
进

销
赁
逐
笔
、

逐
件
地
盘

点
核
算
了
一
遍
，
按
规
定
应

该
纳
税

一
，
〇
五
〇

元

，
比
核

定

的
税
额
少

交

了

三

百
元

。
第
二
二

天
，
他

就

打
发

儿
子
陈
学

忠
主
动
到
税
务
所
补
交

了
三
百
元

税
款

，
受

到
了
马

营
镇
政
府
的
表
扬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纳税光荣榜
	个体户孙大兴父子主动补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