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STATE  FINANCE
2023.23 半月刊  [ 总第892期 ]

83

CHINA  STATE  FINANCE
2023.23 半月刊  [ 总第892期 ]

83

山东临清：
创新财税保障机制  推动财源建设提质增效
山东省临清市财政局

2023 年，山东省临清市财政局坚

持支持发展、培植财源与依法治税、

提高质量“两手抓”，结合临清实际，

建立“1443”财税保障机制，切实把财

政收入增加建立在财源底盘壮大和税

收增长之上，推动了税收收入、财政

收入双增收。1—10 月，临清市一般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8.36 亿 元，增 长 9.63%，

完成年度预算的 86.57%。其中，税收

完成 12.15 亿元，增长 26.07%。

建立机制，以高规格组织领导推动

有效落实

建 立“1443”财 税 保 障 机 制。“1”

即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由市委书记、

市长任指挥长，建立财税保障工作运

行专班 ；第一个“4”即 4 个工作小组，

包括综合协调推进组、税收收入推进

组、非税收入推进组、土地收入推进

组，分别由财政、税务、资规部门牵头

负责 ；第二个“4”即工作调度台账、

税收收入台账、非税收入台账、土地

收入台账 4 本工作台账 ；“3”即 3 个工

作机制，包括涉税信息共享机制、税

收联合执法机制、通报督办机制。

找准抓手，以工作台账撬动全局工作

为有效调度各方面工作，财税专

班设计了 4 张表格作为工作抓手 ：一

是工作调度台账，考量各单位涉税信

息、工作总结、情况分析等资料的报

送情况，根据报送质量、及时性实行

积分制管理，每半年对积分排名靠前

的单位增加部分经费予以鼓励 ；二是

税收收入台账，又细分为镇街台账和

重点企业台账，反映镇街、重点企业

收入增减变化及原因 ；三是非税收入

台账，横向反映各执收部门与兄弟县

市的对比，纵向反映同期增减变化及

原因 ；四是土地收入台账，全面反映

已出让、拟出让的地块信息，包括位

置、面积、预计收入、成本、需要协调

解决的问题等。4 本台账均定期报送财

税专班主要领导，经领导同意后，以

财税专班办公室名义发文督办，有效

解决实际问题。

做好服务，以主动付出获得单位理

解支持

临清市财税专班涉及税务、资规、

镇街等 54 个部门、单位，虽然有积分

考核和督办机制，但考虑到各单位日

常事务性工作比较繁重，对计划布置

的工作，坚持打好提前量，并做好工

作提醒和业务辅导，争取单位的理解

和积极配合。一是建立工作提醒机制，

在“山东通”建立工作协调群，每月月

初有同志专门负责提醒责任单位涉税

信息报送内容、报送时限，避免丢分 ；

二是建立工作辅导机制，如针对部分

镇街非税业务生疏的情况，由非税中

心靶向制作业务明白纸、常见问题解

答，并公开咨询电话，要求非税中心

既要做好业务上的辅导，也要做好涉

及跨部门的工作协调，确保单位遇到

的问题得到“一站式”解决。

真抓实干，财源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一）镇街与部门联动有效拉动收

入增收增长。一是科学建立企业台账。

财政部门结合管理需要设计了统一的

台账模板，税务部门按照上年度制造

业销售收入 300 万元以上，其他行业

100 万元以上等标准筛选出企业基本

信息，镇街组织人员联合税务分局开

展实地调研，共同摸排税源。截至目

前，已将 1160 户企业纳入台账重点管

理，实行动态监控，分析企业用地、用

电、销售收入等主要指标数据，对发

现的风险点及时跟进辅导，将风险点

转化为收入增长点。二是有力促进缓

税征收。缓税政策对象大部分为中小

微制造企业，缓缴政策到期后，部分

企业因资金压力形成欠税，给缓税征

缴带来很大难度。镇街充分发挥属地

优势，与税务部门紧密配合、宣传督

导、分类施策，累计实现缓税入库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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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彭水：数字赋能乡村振兴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财政局｜代其亮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积

极构建上线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和资金

监管平台，全面支持乡村振兴项目全

生命周期的各个管理场景，使乡村振

兴项目过程可管可控，不断提高管理

和服务水平，让农民群众有了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项目管理进入

了数字化智管新时代。

（一）转方式，探索智管新路径。

一是智能指引，申报质量效率“双提

升”。平台上线后实现线上申报，提供

一站式“指引”，每类项目需要申报哪

些材料、各种材料如何填报一目了然。

通过在线填报和审核，缩短了项目申

报时间，集中申报时，两个星期可以

完成一年储备项目的填报和审核。同

时，系统还拥有智能检测手段，可以

自动检测材料的合规性，通过技术手

段提升了申报的质量和效率。二是创

新形式，项目实施情况“可追踪”。平

台上线后，通过 GPS 定位技术防止伪

造现场材料，以现场拍照、微视频等

方式提供佐证材料，及时掌握各单位

的项目进展情况，既确保了项目信息

的真实性，又简化了工作流程。各部

门管理人员即使不在现场也能轻松掌

握项目情况，确保每一笔资金的使用

都经得起检验。三是数据支撑，建设

高效线上“协同网”。平台建设了统一

的数据库并规范记账，解决了因各部

门因数据口径不一致且缺乏有效的信

息反馈机制而导致账账不符、效率低

下等问题。同时，各项目全生命周期

的资料能够自然保存在服务器端，全

程留痕，跨部门共享，即用即查，让

资料存档变得“智能化”。由此建立了

一张横向打通乡村振兴项目的各个部

门，纵向覆盖县、乡（镇）、村的高效

线上协同网，技术赋能，重塑了传统

的项目管理方式。

（二）补短板，提升村民获得感。

一是打造指尖上的微平台。平台建立

了移动端小程序，打造指尖上的信息

微平台，把相关政策自动推到农户手

里，代替了以往靠村干部喇叭喊、口

亿元。

（二）部门间涉税信息联动共享大

大提升工作质效。截至目前，12 个涉

税单位及镇街共采集涉税信息 5 万条，

通过信息比对发现疑点数据 191 条，

累计查补税款 2827 万元。其中，通过

资规局提供的土地登记信息，将纳税

人申报纳税的土地面积、土地登记资

料记载面积、实际占用土地面积交叉

比对，实现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

等入库 1583 万元。在绿色税收综合治

理工作中，协调环保、工信、发改等部

门全面梳理大唐、运河等大型热电排

污企业环保疑点信息，实现环保税入

库 923 万元。

（三）财税审联动实施税收政策绩

效评价。为进一步拓展、深化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探索绩效

评价在组织收入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的方式方法，组织财政、税务、审计

等部门启动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工作，

结合对企业的纳税辅导，开展对留抵

退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政策的绩效

评价，通过总结、评价税收政策落实

情况，严格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全面

梳理税收政策风险点，不断完善税收

征管。截至目前，已发现涉嫌少计收

入、进项税应转出等问题金额 2023 万

元，并督促陆续补缴入库，同时建立

相关纳税风险管理模板，实现“规范

税收征管、降低纳税风险”的长效管

控目标。

（四）部门协同发力推动非税收入

应收尽收。1—10 月，一般公共预算非

税收入完成 6.21 亿元，较时间进度超

收 1.08 亿元。财政部门牵头抓总，在宣

传指导、通报督导、跟踪协调三个方

面持续发力，按月通报横向纵向对比

数据，按月调度分析增减原因，及时

发现并跟进督促、协调大额非税项目

尽早入库。如推动济临高速耕地开垦

费 1.6 亿元、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转让

款 1 亿元及时入库，为完成全年收入

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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