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水市税务局

智能“高配”让办税方式更多样更便捷

邯郸市税务局

着力提升纳税缴费智能服务水平
今年以来，邯郸市税务局把构建

“智慧税务城”作为提升税务服务现
代化水平的目标，从硬件、软件两方
面着手，增建智慧办税厅办税服务
点、研发手机办税平台，全方位构建
智慧税务生态体系，让纳税缴费人更
有获得感。

走进丛台区税务局智慧办税服务
厅，迎接纳税人和缴费人的是一台能
走会说的伴随式机器人“税小惠”。“你
跟它说‘请带我去自助终端购票机购
买增值税发票’，它就会回答‘姐姐，请
跟我来’，随后便是准确的操作导引。
太智能，太可爱了！”中船重工七一八
研究所的财务人员徐女士称赞道。

丛台区税务局智慧办税服务厅是
邯郸市首个智慧刷脸办税服务厅，运
用人脸识别技术和税收大数据，通过

采集办税人员人脸图像，自动与税务
“金税三期”系统实名认证人员信息比
对，精准识别办税人员身份，并同步推
送有针对性的涉税事项提醒信息。办
税人在自主办税终端第一次读取过身
份证信息后，以后再进入场所“刷脸”
就可以办税了。

作为智慧云办税服务厅的辅助，
邯郸市税务局还与社会力量合作，建
立便民办税网点，让纳税人就近办税。
在张家口银行、邯郸银行的办税网点，
一些来办理存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
的企业财会人员，还能同时办理开具
发票、缴纳税款等日常涉税业务。河北
聚国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会计靳晓阳
说，设在银行的办税点给他带来很大
方便。

今年以来，邯郸市税务局加快推

进“增厅建点”进度，通过优化配置办
税服务资源和社会力量，打造全市两
公里无盲点办税服务圈，实现全市
90%以上业务网上办和自助办。目前，
全市已升级建成 24 个智能办税服务
厅（含 3 个智慧办税服务厅），67 处智
慧办税服务点，累计新采购自助办税
设备 200 余台。“智慧税务”生态体系
初步构建。

“24 小时自助服务，不仅可以取
票、打印完税证，也可以报税，有什么
问题还可以咨询导税人员，一站式服
务特别便捷。”经常在 24 小时智慧云
自助办税服务厅领取发票的邯郸市永
年区城区宇波塑料管经销处负责人张
志其由衷地说。

“邯郸智税服务”平台是邯郸市税
务局打造的集智能化预约办税、涉税

信息智能提醒、智慧导税员、税企沟通
平台、智能填报、视频直播6项功能为
一体的手机APP。该平台作为“智慧税
务城”的纽带和指挥中心，能够连接纳
税人、税务人、实体办税服务厅、电子
税务局和自助终端，逐步实现服务对
象、服务时效和服务内容的精准化。

6 月 1 日上午 9 时，河北鼎嘉琪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高会计在“钉钉”
上进行预约办理长期增领增值税六联
专票，预约时间为当天 15 时。15 时来
到办税厅后，高会计向导税人员出示
其身份证，取得了预约号后没有等待
就到前台办理了发票业务，整个时间
总共用了3分钟。高会计认为，这种便
捷高效的预约办税，大大节省了纳税
人的办税时间。

邯郸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科长牛
俊英表示，智能化线上预约办税，确保
进厅办税人员密度最低，避免办税高峰
拥挤，更好地为纳税人缴费人服务。同
时，还能够快速对进厅人员实现实名信
息统计，并分时段索引查询，有利于疫
情防控的追踪管理。 （张丽、孔静）

按照河北省税务局咨询热线“省
级座席+市级远程座席”的工作部
署，4 月 1 日，衡水市级 12366 纳税服
务热线正式启用，对口解答纳税人地
域性问题更具针对性。同时，衡水市
税务局进一步拓展职能范围，强化技
术支撑，打造了集指挥控制、远程监
控、痕迹管理、大厅预警、应急处理等
功能和系统于一身的市级办税服务
指挥中心。

功能更科学，体验更优越

衡水市税务局办税服务指挥中
心是全市智能税务的中枢。该中心全
面整合全市办税服务厅叫号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实现了市县办税服务厅
双向联动。市局利用数据监控、影像
监控对各办税服务厅进行实时巡察，
全面跟踪大厅各职能窗口与服务区
的运行状态，并通过大数据分析系
统，定期对各类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根据厅内各项数据的历史曲线变化，
预估出月度及年度业务高峰期，对潜

在的需求或隐患进行预警，提醒及时
应对，科学配置了办税服务厅人力资
源，有效缓解了纳税人缴费人线下办
税的压力。

市级办税服务指挥中心统领全
局，县区级智能办税服务大厅带给纳
税人缴费人智慧化、便利化的办税新
体验。

“我们公司距离县城办税厅约27
公里，并且用票量较大，以前公司派
专人要半天时间才能把发票领回来，
经常来回跑，很不方便。现在办理涉
税业务不用排队，上下班顺路就能办
理，极大方便了我们纳税人。”河北奥
冠电源有限公司会计晏敏说。

这种获得感得益于故城县税务
局智能办税网络的发展。今年以来，该
局精心布局、全力构建以县城智能办
税厅为中心，武官寨镇、衡德经济开发
区、营东工业园区3个智能微厅为带
动点，辐射全县的“1+3”智能办税网。

智能办税服务厅采取“科技+税
务”“智能+服务”模式，设置智能办

税区、电子税务局区、24小时自助办
税区、纳税人学堂区、人工辅助区等
5 大功能区，实现 6 项智能办税新突
破——

智能识别，实现“无感进厅”。在
第一次进入办税厅时，系统自动采集
纳税人人脸与身份证信息，并将信息
存入人脸识别库，第二次可以刷脸进
入和刷脸办税，实名办税人员可以方
便快捷地进出办税厅，实现从“人证
比对”到“刷脸办税”再到“无感进厅”
的迭代升级。

智能导税，实现“快乐体验”。设
置智能导税机器人，开展导税、交互、
导航、巡检、迎宾等人性化服务，提升
纳税人办税体验。

智能交流，实现“人机交互”。设
置云桌面网上办税区，加入语音人机
交互系统，纳税人可直接语音与云桌
面进行人机交互。

智能辅助，实现“远程服务”。自
助办税终端均安装辅屏，同步指引办
税人员操作，遇到疑难问题可申请智

能辅助，通过辅屏开启远程视频，由
人工座席进行“面对面”辅导。

智能打包，实现“一机办理”。设
置新办纳税人套餐一体机，可实现新
办纳税人税务登记、票种核定、税控
设备购买、专用设备发行、发票领购
等新办业务“集中打包、一机办理”，
将取3次号用时2小时的业务办理时
长缩短至10分钟即可完成。

智能管控，实现“按键管理”。整
个办税服务厅纳入物联网平台管理，
智慧厅内所有设备、灯光、空调、窗帘
等均可通过手机按键实现一键管控，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AI智慧云自助办
税厅。

智能办税网为纳税人打造了手
段更新、负担更轻、时间更短、效能更
优的智能平台，办税效率提高了50%
以上。

自助扩围，办理更自主

为进一步满足纳税人缴费人的
个性化需求，衡水市税务局在全市拓

展自助办税点，倾力打造“电子税务
局+自助终端”的智能自助办税厅，
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更自主、更
灵活。

冀州区税务局智能自助办税厅
共有 24台可登录河北省电子税务局
的外网计算机、3台发票领用终端、4
台发票代开终端、4台综合税费终端
以及 2 个咨询征收窗口。同时，专门
设立了24小时办税区，全天不打烊，
真正实现了 365天无间断服务，给纳
税人带来了全时、高效、便捷的办税
体验。

“智能税务涵盖业务很全面，网
上办理的涉税业务有 185项。我们集
团成立 30 多年了，见证了税务征管
工作日新月异的变化。”冀州春风集
团财务部长司汉超对近年来税务办
理事项越来越智能化感受颇深。

自助办税带来的变化，不仅是办
税缴费渠道的增加，更是办税时间的
缩短、办税效率的提高。

“真想不到现在领票这么简单方

便。”河北佰特橡胶有限公司办税人闫
志华在武邑县税务局自助办税厅办完
业务后很有感触。该局目前设立自助
终端21台，实现从认证、领票、开票、
申报、缴税全流程自助办理，缓解了日
益增长的办税需求与税务机关有限资
源之间的矛盾，打破传统办税的时间
限制，有效缩短了办税等候时间。

景县税务局为了方便纳税人缴
费人，购入自助办税终端19台，其中
5台是社保费缴纳专用设备。疫情期
间，纳税人通过自助设备办理业务量
占总业务量的90%。深州市税务局为
确保自助办税的速度，避免出现断网
和卡顿现象，加强了设备日常维护，
更换上网行为管理器和路由器，网速
由百兆提升为千兆，大大提升了用网
安全和用网体验。

为推广自助办税的应用，滨湖新
区税务局围绕电子税务局的具体操
作和常见问题进行了讲解，并针对纳
税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互动式答疑解
惑，确保大家知流程、懂操作、会
办理。

50 多岁的个体工商户刘明义深
深感受到了智能办税的便捷。他说：

“我平时就是干点建筑零活儿，有时
对方需要发票，可我对发票开具不太
熟悉。现在有了自助办税终端，开张
票几分钟就完成了，特别方便！”

（丁文娣）

在邯郸市丛台区智慧办税服务厅，伴随式机器人“税小惠”正
在引导纳税人办理涉税业务。 杨思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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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朝荣：林海“愚公” 付立志：守望边关的“拼命三郎”汪洋湖：骨子里“务实、干净”

毕世祥：雪域高原铸丰碑于海河：农民的儿子 文建明：勤政为民的好书记

据新华社电（记者徐子恒）吉林
省水利厅原厅长汪洋湖艰苦朴素，大
胆创新，干出了显著成绩。他的同事
回忆说，汪洋湖这一辈子活得真实，
恪尽职守的“基准线”是他骨子里的
自我要求。

1960年汪洋湖参加工作后，主管
过党务、工青妇、公检法；抓过农林、财
贸和水利，他努力使自己成为行家。

“创新、实干、研究”是他制胜的法宝。
他主持水保工作期间，发明了保

水保土与发展坡地经济相结合的“竹
节式梯田法”，还荣获吉林省科技兴
农一等奖，是公认的“没有职称的水
利专家”。

他担任吉林省水利厅厅长时，一
个书柜、两个木箱、两口水缸几乎就
是他的全部家当。

工作常年在外，他坚持住办公
室，不住招待所和宾馆，在他的床下
总有一箱方便面，还有一只跟随他十
几年的小铝锅。汪洋湖爱吃鱼，但在
担任吉林省水利厅厅长期间，为避免

所管理的水库送礼，却谎称自己不
吃鱼。

汪洋湖还是一把“铁锁”，在原则
问题上，连家人都过不了他这道关。

家人们借不上他的光，一家人周
末外出，从不坐公车。小女儿家想干
个体建筑，他却说：“想都别想，碰都
不能碰，正常竞标也不行！”

1998年抗洪抢险后，国家加大水
利建设投入，他严把资金使用和工程
质量关。1999年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对
水利厅资金使用管理进行 14 批次检
查，均未发现违规问题。对水利专项
资金建设项目进行质量检测 44628
次 ，单 元 工 程 质 量 合 格 率 达 到
100%……

“干净、干事、出活”是他常挂在
嘴边的关键词。2003年汪洋湖来到吉
林省人大工作，上班第一天就提出：
人大工作，应当有所为，2005 年吉林
省建立起立法后评价机制，2009年吉
林省人大首次邀请百姓听证立法，在
全国走在前列。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凡）贵州毕
节市赫章县海雀村，从“苦甲天下”到
如今的林茂粮丰，离不开一位“老愚
公”——文朝荣的付出。

20世纪80年代初，地处喀斯特山
区的海雀村，土壤贫瘠，森林覆盖率不
到5%。“能种的地方几乎都种了，可就
是产量上不去。”1982 年开始担任海
雀村党支部书记的文朝荣很是焦虑。

“只要山上有树，就可把风沙挡
住，山上有林就能保山下，有林才有
草，有草就能养牲口，有牲口就有肥，
有肥就有粮。”向贫困宣战的想法在
文朝荣心中萌芽。

白天种树、晚上油灯下钻研造林
技术，文朝荣以身示范，2年内在山上
种出了千余株华山松。1986年冬，在文
朝荣号召下，300余名青壮年每天冒着
严寒挖树窝、种树苗。百余公里的运苗
路上，山路泥泞，大家风雨无阻。三更
半夜，文朝荣经常是把洋芋煮好，第二
天一大早背上山，拿来给大伙分吃；看
大伙实在太累了，他悄悄把妻子为女

儿坐月子准备的鸡蛋，也拿出来……
经过 3 年苦战，海雀村村民在房

前屋后种上了华山松、马尾松，造林
面积 1.16 万亩，全村光秃秃的“和尚
坡”变成了绿色的林海。

植树造林是为“将来”造福，群众
不能饿着肚皮绿化荒山。文朝荣又开
始琢磨提高村里的粮食产量。1989
年，海雀村有了白色地膜覆盖种植，
之后，文朝荣又推行土地有机改良和
杂交技术，土豆、玉米等粮食的土地
单产得以提高。1994 年，海雀村粮食
生产总量提高到14.5万公斤左右，人
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203.5 公斤，村民
吃饭问题基本解决。

在他30多年坚持下，海雀村守住
了这片林，森林覆盖率超过 70%。因
为林地水源涵养充沛，还为周围 7 个
寨子提供了饮用水源。

2014年，把树林视为生命的文朝
荣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去世，享年
72 岁。安葬他的墓地没有墓碑，正前
方是海雀村的万亩林海。

据新华社电（记者樊永强）2013
年6月22日，云南省军区某边防团二
连连长付立志，因患横纹肌溶解并发
多脏器衰竭，倒在了比武场上。

付立志，河南滑县人，1982 年 10
月出生，2001年12月入伍，2004年3月
入党，历任排长、副政治指导员、连长。

付立志从小就胸怀从军梦、报国
志，高中毕业后毅然投身军营。怀揣
梦想的他始终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儿，积极进取，勤学苦练，年年被评为
优秀士兵，被连队官兵称为“钢铁战
士”。军校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边防
一线最偏远的连队。他在日记本扉页
上写下誓言：铁血丹心唯报国，矢志
军营建功业。

当连长的两年里，付立志在个人
比武中拿下了 7 个单项第一、4 个全
能第一，带领连队夺得 12 个单项第
一、3 个团体第一。连队年年获评“军
事训练一级单位”，被驻地群众和友
邻部队誉为“中山猛虎连”。

2013年6月17日，团队组织第六

届“爱军精武”比武，正在河南老家休
假的付立志本来不必参加，但不放心
连队的他，最终回到部队。

6月 19日，经过连续两天高强度
考核，二连综合成绩在全团排名第
二，付立志个人成绩位列干部组第
一。武装五公里越野是比武的最后一
个课目，也是二连的优势课目，付立
志带领连队向冠军发起冲击。

出发后，付立志在队伍中前后穿
插来回鼓劲。跑到约3公里处，他嘴唇
乌紫，大量出汗，排长冯对宏劝他：

“连长，实在难受，就慢点！”他咬着牙
说：“别管我，你快冲！”跑到距离终点
约500米处，付立志一头栽倒。战士们
见他脸色苍白、呼吸困难，都劝他不
能再跑了。付立志继续往前冲，但仅
仅跑了100多米就晕倒在地。

6月 22日凌晨 1时 25分，付立志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1岁。医生的抢救
报告上写着：因长期劳累，体力严重
透支，引发横纹肌溶解并发多脏器
衰竭。

据新华社电（记者齐泓鑫）2013
年11月6日，时任黑龙江省宝清县政
协副主席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于海河，在工作期
间突发疾病，因医治无效逝世，年仅
51岁。在于海河的身上，变化的是频
繁调动的工作岗位，不变的是他一心
为民的公仆情怀。

于海河，196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
家庭，他了解农民的艰辛。参加工作
后，于海河一直在三农领域敬业拼
搏，数十年如一日。

在担任宝清县龙头乡副乡长期
间，他尝试推广种植优良大豆品种

“153”。刚开始，农民并不认可这一
品种，于海河自己领办了种子基地，
走家入户去请群众参加乡里举办的
培训班，最终让优良品种得以落地
推广。粮食增产、农民增收，“153”
让不少农户秋后抱回了“金砖”。在
七星泡镇担任镇长、党委书记时，他

带头引导农民种植经济效益好的农
作物，让数以千计的农户走上了富
裕之路。

于海河常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应该感恩农民、报答农民、帮助农
民。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起早贪
黑，埋头苦干，总能圆满完成工作任
务。他是宝清县现代农业的开拓者
和奠基人。为了使农业产业形成规
模，于海河锲而不舍地培育扶持农业
科技示范园区，先后指导建立各类园
区 30 个。由他一手策划建设的方胜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成为全省现代农
业的一面旗帜。

于海河视事业为生命，视群众如
亲人。他总是把别人看得很重很重、
把自己看得很轻很轻。

2014年2月17日，中共黑龙江省
委追授于海河为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2014年 6月，中央组织部追授于
海河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据新华社电（记者吴晓颖、康锦
谦）毕世祥，藏族，1982年大学毕业后
回到家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工
作，1984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
前系四川省甘孜州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2013 年 12 月 16 日，下乡调研途
中，他在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高尔寺
山时遭遇车祸不幸殉职，终年 53 岁。
他在雪域高原工作30多年，被群众称
为“马背上的干部”。

1997 年，毕世祥被任命为甘孜
州旅游局局长时，州内尚无一处开
放营业的景区。为编制全州旅游发
展规划，他常骑马到高山深谷实地
调研。当时，甘孜交通条件落后，主
要代步工具是马，有些地方连马也
走不了，只能徒步。人困马乏，只能
拽住马尾巴，一步步向前。就这样，
他走遍了当地上百个景点，编制了
几十个旅游发展规划方案，撰写出
数十万字论文。

在担任甘孜州旅游局局长的 11
年里，毕世祥为甘孜全域旅游开辟了
一片新天地——海螺沟、稻城亚丁等
一批生态文化旅游景区被打造成国
际知名景区，旅游业成为甘孜州的支
柱产业之一。

2010 年“4·14”玉树地震波及甘
孜州石渠县等多地，毕世祥冒着余
震、滑坡危险，迅速赶赴受灾地区开
展抗震救灾。一年中，他 11 次到石渠
灾区、6次赴玉树灾区，全力参与恢复
重建。

毕世祥常年奔走在基层。担任甘
孜州副州长期间，分管“三农”工作的
他平均每年行程 8 万公里，一年有
200 天以上时间在农牧区基层。在毕
世祥带领下，甘孜州农业生产实现

“四连增”，构建了北部生态、南部特
色、东部效益的全州农业新格局。

毕世祥去世后，被中组部追授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据新华社电（记者吴晓颖、薛晨）
文建明，1963 年生，1987 年 7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生前系四川省南充市营
山县委常委、城南镇党委书记。

上世纪80年代初，文建明从南充
农学院毕业后，毅然放弃城里工作机
会回到农村，一干就是 30 多年。他先
后在 8个乡镇做过党政“一把手”，每
到一处都开创出风清气正、干群融洽
的局面。

2003年，文建明到城南镇任党委
书记。当时的城南镇被称为“城烂
镇”，班子涣散、账务混乱，上访多、治
安差，社会矛盾突出。

文建明深知，只有发展，才能真
正解决问题。他带领干部群众发展
葱、蒜苗等“佐料产业”；同时，把党组
织建在产业链上，引进一批个体私营
业主，新办130个个体私营企业，建成

“农资供销一条街”“饮食服务一条
街”“建材加工一条街”“农机钢材一

条街”……城南镇一跃成为全县有名
的富裕和谐示范镇，人均纯收入从
2002 年的 2130 元提升至 2010 年的
7780元。

通过对长期乡镇工作经验的不
断总结完善，文建明创造性地推行

“三制三定三教育”和“两下两集中”
工作法，并在全国乡镇得到推广。他
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等
称号。

2005年，文建明被查出患有原发
性肝癌，此后 8 年，先后接受了 38 次
手术。“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活得有尊
严，活得有价值，活得有精神”，他一
边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一边拼命
工作。

2014年1月25日，51岁的文建明
因病医治无效辞世。上千名干部群众
赶到营山县殡仪馆泪别这个勤政为
民的好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