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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神聚力 人人参与
推动登封地税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登封市地方税务局创建“省级文明单位标兵”纪实

文明是一种力量，文明是一种源
泉。对于登封市地税局来说，文明的坚
守就是对地税事业执着的信念和追
求。在他们眼中，组织收入是地税工作
的主线，更是文明创建的基石和根本。
该局以创建省级文明单位标兵为目标，
着力在规范管理、优化服务、改进作风
等方面下功夫，在实际工作中，走出了
一条“抓好创建促工作，做好工作促创
建”的新路子。树立了团结地税、满意
地税的良好形象。

登封时报 李剑 胡建邦
实习生 牛月贝 文/图

以增收为保障夯实文明根基

近年来，该局坚持把组织收入与文
明创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始终以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多措并举，实现
了组织收入的质量齐升。

面对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营
改增”全面实施和结构性减税等不利因
素，该局以纳税评估和风险应对为主
要抓手，完善税收分析机制，加强营
业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管理，对应
税单位和个人登记造册，建立台账，
积极宣 讲 税 收 政 策 ，让 纳 税 人 做 到
应知尽知。强化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统筹部署汇算清缴工作，对汇算
企业统一造册登记，加强宣传辅导，
天 天 关 注 申 报 进 度 及 申 报 舆 情 ，抽
调 精 干 力 量 解 决 难 点 ，在 规 定 时 间
实 现 汇 算 面 100% 。 加 强 分 税 种 管
理 ，开 展 纳 税 评 估 。 加 强 个 税 申 报
力 度 。 通 过 广 泛 宣 传 、设 立 绿 色 通
道、增设提醒标志、召开纳税人会议、
严格审核把关等措施，千方百计组织
收入。今年前三季度，共组织各项收
入 7.55 亿元，比 2015 年同期 7.31亿元
增收2371万元，增长3.2%。

以队伍为支撑彰显文明建设

多年来，登封市地税局始终把文明
创建落实在队伍建设上，贯穿在地税文
化中，弘扬在作风改变上。

为深化文明单位创建，该局不断创新
活动载体，通过举办各种创建活动，进一
步规范职工文明行为，提升整个地税部门
的综合素质和良好形象。通过开展建党
95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7周年纪念活动，
让大家接受先烈事迹教育；学习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活动，每季建立一期善行义举
榜；制订《关于开展法治建设专题宣传教
育活动实施方案》，充分利用税法宣传月
做好税法宣传，举办多期税收法制讲座；
开展“诚信建设专题宣传教育”活动、“我
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文明优质服务主题
活动、文明有礼培育活动、学雷锋活动、文
明交通宣传教育活动、网络文明传播活
动、勤俭节约和文明餐桌活动、结对帮扶
活动、传承“好家风好家训”活动以及文体
活动；通过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
高团队凝聚力。

以服务铸品牌树立文明形象

优质服务是完成税收、提高地税部

门形象和文明创建工作的重要体现。
登封市地税局近几年始终把文明创建
渗透到税收服务之中，以不断提高纳税
人的满意度为标准，创新服务模式，着
力推进纳税服务的常态化。

该局十分注重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的机制建设，把文明单位创建纳入制
度化、规范化管理。建立创建工作定
期汇报检查制，围绕税收工作抓创建，
把文明创建与组织收入中心工作相结
合、与政务环境评议评价工作相结合、
与基层建设相结合、与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相结合。

该局按照征管体制改革要求，成
立纳税服务分局，抽调业务骨干充实
办税服务厅队伍。设置 16 个办税窗
口，优化排队叫号系统，对 106 项涉税
事项推行二维码一次性告知，办税服
务厅软硬件设施性能大幅提升。严
格落实领导值班制度，现场解决各种
涉税问题，推行“涉税业务预受理服
务 ”，确 保 突 发 情 况 纳 税 服 务 不 间
断。同时，该局积极做好信访稳定、
综 合 治 理 等 方 面 工 作 ，连 年 被 评 为

“信访稳定工作先进单位”、“综合治
理工作先进单位”。

汗水浇铸信任

“我到现在还记得，母猪下崽的时
候我们一家人都围在猪圈，小猪出来的
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哭了！感谢驻村工
作队的景铮、郑宁、汤元隆3个小伙子，
是他们在我们绝望的时候给了我们希
望！”登封市颖阳镇刘相村的贫困户张
海林的女儿张红丽站在猪圈旁边满是
高兴地说道。

景铮、郑宁、汤元隆顶着烈日为贫
困户提供扶贫物资的同时，还开始了贫
困户信息核实：“户主：任民生，男，因病致
贫……”看着顶着烈日的三人，村民心中
一丝信任悄然扎了根。

细心成就不同

“咱登封 85 个贫困村，37 个面上
村，共派驻 122支扶贫工作队，每一个
工作队我都去过，但是这么细心、细致、
全面的还真是第一次见。”王麒驭叹道，

“这三人甚至连图像资料都有！”
“村里生活街道需要硬化，300米长，4

米宽……”三人拿着尺子比画着，一步一
步在村里丈量。几个月下来，三人瘦了许
多，增添了几分干练，也多了不少技能：修
水管、修猪圈、测绘……

用新意助力脱贫

“用微信群汇报每天的工作动态，把
贫困户的文字资料和照片一起做成PPT
文档，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形成刘相村展
示窗口……这一系列方法很有新意，也
很有效。”王麒驭笑道，“作为一个80后，
网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也是我们
的长处，这样的方法很有我们的气息。”

“一共11户贫困户，已脱贫9户，还
有 2户即将脱贫！技能扶贫、养殖扶贫
等都已基本搭建完成，要是网络扶贫、
旅游扶贫这些也能实现，也许咱们这村
能成为又一个美丽乡村呢！”郑宁看着
电脑上的文档资料忽然间憨笑起
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
实现了呢。是的，人总
归是要有梦想的。
因为年轻，因
为正在路上。

篆写人生
探寻文字的古与今
记篆书书法家王铁成的艺术人生

篆书，之于中国
历史，三千余篆字，每

一个字都有它的传说，
记载着华夏历史文明。历

代书法家中，常见“行、楷、草、
隶”，篆书却显“寂寥”之景。篆书
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是一个美

与形，字与画交融的象形符号文字
系统。因年代久远，传世墨迹范本
较少，非有古文字学与历史功底不
敢轻动，古今治篆者甚少。所以，当
篆书书法家王铁成的一幅幅篆书作
品展现于眼前之时，无疑就像打开

了一座华夏历史之门，开启了一次时空
穿越之旅。登封时报 胡建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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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农业
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成员王麒驭一
边走一边道：“3
月底，正是天气
转入高温的时
候，景铮、郑宁、
汤元隆他们就是
在这时候入驻刘
相村开始扶贫工
作的，他们3个
80后用了时尚
的新办法，开展
驻村扶贫工作。”
登封时报
孙亚奇实习生
牛月贝 文/图

自幼习古 写意华夏文明

地 处 嵩 山
脚下的大金店镇，素

有“文物之乡”的美誉，王
铁成便诞生于大金店镇的金

东村。自幼，酷爱书法的王铁成显
现出在书法方面的独特天赋，“小时候

在村里玩，看到瓦片、木板或是砖头上有文
字，我就把他们描下来带回家慢慢练习。”王
铁成说，经常会和爷爷一起见到很多书法大
家，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了解书法。相比众

多书法家“由楷入行，由行入草”的渐进式路
子，王铁成的书法道路与众不同。他深知：

“大家之书，必通大篆，方则结构淳古，使转
劲逸”。大篆书法艺术的追求也使得王铁成
研读了众多中国古代文献。

到了中学时期，学校里的板报便成了
王铁成的最爱，每次板报，他都喜欢用篆书
作为题目，他说，这样既醒目也很有内涵。

“那时候认字不多，我就在历史课本、杂志
上找，找到的篆字剪下来再请教老师。”

字里行间
彰显书法人生

人到中年的王铁成依然在学习，
“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擅长篆书的书法
家、古文字学家，进一步研究华夏历
史文明。”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王铁成给
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的为人处事。
他很低调：随性地交流，谦恭地微
笑。作为朋友，既可有效地增加友情
的温度；作为学生，提起每一位书法
指导老师他都心怀感激，念念不忘。
此外，他还热衷于公益事业，慈善拍
卖，义卖救助都有他的身影。而在书
斋里挥笔泼墨时的他，则激情豪迈，
驾驭笔墨犹如笔走龙蛇，意随心生，
尽情挥洒，尽显魅力，让人感受到在
他丰厚阅历的背后，依然性情本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