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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周刊

周一见

凝聚税务力量 谱写文明华章
——壶关县税务局创建“山西省文明单位”小记

本报记者 狄媚婷

单位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缩影，
是带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引领社会
文明进步的火车头……文明单位，重在
建设，贵在坚持，严在经常，功在平时。

1996年，壶关县税务局被评为“山
西省文明单位”，多年来从未中断。
2021年11月，经过复查验收，壶关县税
务局继续保持“山西省文明单位”荣誉
称号。在新一轮创建周期中，壶关县明
确提出“服务创特色，管理上水平，廉洁
保本色，文明树形象”的工作思路，以文
明单位创建活动促进队伍建设、作风建
设、形象建设，准确把握精神文明建设
与税收中心工作的能动关系、内在联
系，从夯实文明单位创建基础、提高创
建队伍素质、丰富创建工作内涵等入
手，凝心聚力，持续发力，一次次完成蜕
变、一次次茁壮成长，推动文明单位创
建工作有序开展。

凝心铸魂 夯实文明之基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壶关县税务局开展的主题党日活
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
誓言响彻会场。

在文明创建工作中，该局紧紧围绕
“党建带创建、创建促党建”的中心目
标，组织党委会“第一议题”学习，开展
中心组理论学习，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专
题学习研讨党的二十大精神。全体党
员撰写心得体会，并以“我心中的二十
大”为主题，征集手抄报、剪纸、绘画、书
法、摄影作品；还广泛开展“税收现代化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讨论，并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和税收工作实际拍摄微视

频、微党课。
除了内在动力，外在监督也是必不

可少的。壶关县税务局一方面充分发
挥局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定期对创
建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另一方面积极邀
请县文明办、“两代表一委员”、纳税人
缴费人，经常听取他们对税收工作、文
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同时，
通过设立意见箱、召开座谈会以及发放
征求意见函等形式，广泛收集群众意见
和建议，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形成全方
位的监督网络。

兴税惠民 深植文明之根

壶关县税务局依托大厅主题墙标
识、“税务+药茶”纸杯名片、政策宣传凉

扇、《致纳税人的一封信》精准宣传“办事
不求人、有事找局长”的服务理念举措。
同时，借助华丹平台，创新打造“一个平
台+一个团队”工作监管模式，创建“百
分百满意工作室”“智税若比邻”特色服
务品牌，还组建了“窗口服务、宣传辅导、
后台服务”管家团队和联合工作“青舰
队”等，进一步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化、智
能化水平。

2023年以来，壶关县税务局细化
服务举措，进一步提升执法效能。在贯
彻执行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还结合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开展入企服务，利
用纳税人学堂，开展了组合式税费支持
政策和发票管理相关内容培训讲座，同
时开展“一把手”走流程和“三送两听一
沟通”，深入重点税源企业，详细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并现场解决
企业在申报和发票方面遇到的问题，做
到执法有精度，服务有温度。

涵育新风 滋养文明之魂

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浸润着文明气息。
去年，春节前，壶关县税务局邀请县

文联组织书法家共同写春联、写福字，在
之后开展的新春慰问活动中将这些作品
连同慰问品一起送到了离退休老干部的
手中。青年税务干部在学习中提高了自
己的文化素养，离退休老干部也感受到
了县局的关怀和关心；清明节，该局与壶
关县消防支队共同到壶关县革命烈士纪
念馆开展“缅怀英烈，踔厉前行”祭扫活
动；端午节，税务人员到店上镇希望小
学，为学校宣传最新税收政策，让孩子们
从小认识到税收的重要性。此外，中秋
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期间，壶关县税务
局均会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

该局不仅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内部
活动，还积极在社区、校园、农村开展惠
民服务活动，涵育新风滋养文明。2023
年，该局带领帮扶村村民进行畜牧养殖、
蔬菜大棚建设、投资产业组织脱贫劳动
力参加技能培训、电商培训、厨师培训
等。同时，还依托“青年+助农”模式，推
进青年税干参与乡村振兴，“线上+线
下”对接企业和农户，促进旱地西红柿等
优质品牌农产品产销衔接。

文明创建没有终点，壶关县税务
局将继续扎实抓好巩固深化、创新拓
展工作，进一步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引
领工作、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支
撑作用，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壶关县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到店上镇希望小学开展志愿服务。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官莲乡东山
村坚持以创建“全国文明村镇”为抓手，
坚持“党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体化
融合发展，描绘出新时代文明实践“四
色画板”，让精神文明赋能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打通宣传群众、服务群众、凝
聚群众最后一公里。

红色引领画板——搭建
“三个平台”，文明创建有力度

一是阵地平台。坚持将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建设与党建建设相结合，打造

“有困难找党组织、解决困难找文明实
践站”的阵地平台，建立起集政策宣讲、
便民服务、文艺演出、法律咨询、养老服
务、产业发展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综合体。二是活动平台。紧扣
全村移民特点，深入挖掘移民文化，组
建红色轻骑兵文艺队伍，成立女子舞龙
队和传统花灯演出队，让传统文化助力

文明实践。三是竞赛平台。由党支部
牵头，村“两委”定项目，从科技种养到
生产管护，再到加工销售全面开展志愿
服务竞赛。

橙色暖心画板——关爱
“三类群体”，文明创建有温度

一是爱老敬老行动。将老村部改
造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设“党建+
幸福食堂”，打造老年人精神乐园。二
是巾帼培育行动。充分发挥妇联作
用，探索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延伸到
妇联组织，擎起乡村振兴“半边天”，先
后培育2名妇女成为省级农村致富带
头人，1人被评为九江市“三八”红旗
手。三是关爱留守儿童行动。充分发
挥名誉村长、荣誉村民和结对帮扶单
位九江学院的作用，开展“手拉手、心
连心”留守儿童关爱行动，重点建设

“童心港湾”。

紫色激励画板——推动
“三治融合”，文明创建有深度

一是党员带头。坚持从党员干部、
小组长开始，通过党员户挂牌、无职党
员设岗定责、党员在一线等，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文明实践
中作示范、勇争先。二是“四会”共治。
积极开展以村民小组为单元的村民自
治工作，以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

“四会共治”模式推进文明东山建设。
“四会共治”实施以来，村民矛盾下降
90%，矛盾基本做到不出村。

绿色惠民画板——组建
“三支队伍”，文明创建有广度

创新志愿服务形式，广泛开展“十
百千”志愿服务行动。一是“十”名博士
志愿团。“十”即每年组织10名左右的
医学博士到村开展义诊活动、10名科

技博士到村开展科技支农活动，先后开
展博士问诊、支农70余场。二是“百”
名大学生实践团。“百”即每年组织100
多名大学生到村开展暑期“科技文化卫
生”三下乡活动，目前已连续举办六
年。三是“千”名志愿者服务团。“千”即
成立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微产业帮扶、
巾帼助力乡村振兴3支千人特色志愿
服务队，党员致富带头人、乡贤、妇女成
为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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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新时代文明实践“四色画板”
江西省武宁县东山村：

东山村有机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