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初心铸税魂 接续奋斗再出发
——河北税收事业发展回眸

近日，省税务局主要领导到衡水市桃城区税务局赵圈税务分局调研指导
基层党建工作。 丁文娣摄

回望，是对历史的最好铭记，也
是对未来的更好预见。站在“两个一
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望中国共
产党一百年来走过的壮丽历程，清晰
可见党领导下的税收在革命、建设、
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都发
挥了应有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太行烽火中走来的河北税收事
业，从一诞生就带着鲜明的红色基
因，这种红色税收精神激励着一代代
河北税务人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奋
力谱写着壮丽的篇章。

浴火：太行烽火孕育红色税收

革命老区涉县索堡镇，坐落着一栋
清末民初修建的三层碉楼。1941年10
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在这
座碉楼里成立，为新中国税收事业开篇
立业。

1937 年，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
发。八路军一二九师奉命挥师太行，
于1940年5月进驻涉县，创建以太行
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9月1
日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同年 10
月，设立边区税务总局、颁布税则、
征收税款，保障军需民用，发展工商
生产。1942年7月15日，晋冀鲁豫边
区税务总局与工商总局合并，成立工
商管理总局。

太行山区地瘠人贫，加之战争的
破坏和敌人的封锁，条件艰苦程度难
以想象。边区税务干部一手收税，一
手持枪，凭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和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用热血和生命兑现了
对党的事业许下的忠诚誓言。

在边区，与其说是共产党在“收
税”，不如说是人民在“捐税”，为了
支持红色政权，老乡们有粮出粮、有
钱出钱、有人出人……晋冀鲁豫边区
人民每年缴纳公粮 3.5 亿至 4.5 亿斤，
1941年至1945年上半年仅太行区就征
收税款13415万元（冀南钞）。八路军
总部累计从边区政府领取经费76050.6
万元，占部队财政总收入的 80.75%。
税收为抗日战争胜利以及之后刘邓大
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南下作战，提供了
坚强有力的财力支撑，也培养了一批

高级财经干部，铸造了一支忠诚于
党、忠诚于革命事业、热爱人民的税
收队伍。

1945年12月之后，晋冀鲁豫边区
工商管理总局随边区政府先后迁往武
安、邯郸、石家庄。1948 年 10 月 10
日，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和晋察冀
边区税务总局合并后成立华北税务总
局。1949年11月28日，以华北税务总
局为基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
税务总局。

筑基：红色初心铸就忠诚税魂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税
务人责无旁贷担负起为国聚财的神圣
使命。

1953年春，热河省翁牛特旗设立
税务局，急需调拨人员。那里地处偏
远，沙漠高寒，语言不通，25岁的共
产党员翁一民第一个递交了出征申
请。“党挽救了我的生命，我要知恩报
恩，越是艰苦的地方，共产党员越要
冲在前面。”他把申请书上斩钉截铁的
诺言化作青春十年的坚守和付出，与
兄弟民族一起确保了税收“颗粒归
仓”。当地人形象地称他为“马背上的
税官”，还推选他为旗人民代表和党
代表。

同样是高寒地带，23岁的冯德平
1984年驻守边疆转业后，主动请缨到
塞罕坝上的御道口税务所工作。那时
下乡收税全靠一辆自行车，常年奔波
在路上。塞罕坝的冬天，穿着棉袄棉
裤外加棉大衣，瞬间都能被白毛风打
透。艰苦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挑战
着冯德平的身体极限，但他没有动
摇，在坝上一待就是八年，将几元、
十几元的税款一笔笔收入国库。如今
的他依然坚守在基层。

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燕赵大地
上到处有税务人的坚守：李亮良，在
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鱼儿山税务分
局坚守了15年；侯登岩，自愿把家搬
到张北坝上，一待就是28年，成为全
省税务系统业务精英；黄清云，沧州
海兴盐碱滩上为税辛苦为税甜，人称

“老黄牛”……默默无闻的河北税务

人，不忘初心，担当奉献，为国聚
财，为民收税。

奋进：改革开放迎来税收春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
北京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
江南北。河北税务积极适应“利改
税”和税制改革的新情况、新要求，
不断加强税收征管，健全税务机构，
整顿税收秩序，完善税收制度，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税
务力量。

这一时期，从手工算盘到第一台
计算机再到金税工程，从税务干部追着
纳税人跑，到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再
到“集中征收、优化服务”，从“一员进
厂，各税统管，集征管查于一身”到“征
管查三分离”，从注重征收职能到促产
增收帮助企业发展，从分两步实施“利
改税”到分设中央税和地方税……河北
税收走过了一条不断探索、不断改革、
砥砺前行的奋斗之路、发展之路、壮大
之路。

这一时期，市场经济活力增强，纳
税人户数增加，税源结构优化，税收征
管水平提升，税务部门连年量增质优完
成税收收入预算目标，经济发展和税收
收入步入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据统

计，1979年至1993年，河北省税务系统
累计完成工商税收收入796.89亿元，占
税收计划的107.49%，年均增长13.7%；
年度工商税收收入，由1979年的21.54
亿元增加到 1993 年的 137.13 亿元，增
长5.36倍。工商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
的比重，由 1979 年的 50%上升到 1993
年的92%以上。

这一时期，国家开始一系列结构性
减税，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2006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
税，有一手铸鼎手艺的灵寿县南寨乡农
民王三妮铸造“告别田赋鼎”，代表亿万
中国农民对国家取消农业税表达感
激。据统计，全面取消农业税后，河北
省一年为5000多万农民减轻负担108.4
亿元。

这一时期，河北各级税务部门在持
续提升税收征管水平的同时，大力实施

“素质工程”，提升干部政治素养和业务
水平，造就了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
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飞跃：奋进新征程答好新考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税务人倾力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
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重大国家战略和
国家大事。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
助力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征管
改革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体制从“合
作”“合并”走向“合成”。

2016年6月8日，省委办公厅印发
《河北省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围绕国税地税合作，推动服
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
聚合。

2018 年，中办、国办印发《国税地
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2018年6月15
日，分设 24 年的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和
河北省地方税务局正式合并为国家税
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通过国税地税
合并，初步构建起优化高效统一的税收
征管体系，管理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021 年 7 月底，河北省印发《关于
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
案》，描绘出“十四五”时期河北深化税
收征管改革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
图，推动以“合”促“成”。

从“合作”“合并”到“合成”，既是一
脉相承的改革，更是脱胎换骨的革命。

2021年9月，河北税务在全国率先
开展“精细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提出到
2023年底，建成功能强大、体验良好的智
慧服务新格局，河北纳税服务品牌“阳光
e税”将达到“品质领先、国内一流”。

“为国聚财、为民收税”是河北税务
人矢志不渝的神圣使命。“为党分忧、为
国尽责、为民奉献”更是河北税务人笃
行不怠的庄严承诺。

2016年7月1日，水资源税改革在
河北率先试点。

2019 年 6 月 25 日，国家税务总局
河北雄安新区税务局正式挂牌成立，努
力打造纳税服务的“雄安样板”。

2021年6月，京津冀三地税务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税收支持和服务京津冀
协同发展便利化举措的通知》，19项举
措推进三地税收征管一体化和办税便
利化。

为助力北京冬奥会筹办，河北省
税务局成立由该局一把手任组长的冬
奥税收服务领导小组，并加强与北京
市税务局协作。10月27日，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及其测试赛增值
税退税指定办税服务厅在张家口市崇

礼区税务局第一分局、桥东区税务局
第一分局揭牌，为涉奥实体提供专业
化税收服务。

回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程，全
省税务系统共派出驻村扶贫干部2075
人，对口帮扶的 534 个贫困村在 2019
年底全部脱贫出列。承德市税务局驻
团瓢村工作队、沧州市税务局机关党
委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称号，石家庄市税务局干部、行唐县
西城仔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苏建辉，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称号。今年，又有一批税务干
部奔赴脱贫村，担负起当地乡村振兴
的重任。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
省税务系统党员干部展现铁军风采，大
力推行“非接触式”办税缴费、错峰办
税、预约办税、容缺服务……一系列实
打实的服务举措，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筑起坚固的“安全线”。

一代代河北税务人前赴后继，把
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镌刻在共和
国税收事业的历史丰碑上。

这座丰碑上，有一位优秀共产党
员的名字，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就
是河北省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原
处长李玉斌。他将全部精力奉献给河
北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受到上级领
导表扬，得到纳税人认可。然而，
2019年4月10日，因突发疾病，年仅
46岁的他再也没有从睡梦中醒来。李
玉斌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激励
后人。

“十三五”期间，全省税收总量达
到2.23万亿元，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因实施更大
规模减税降费，新增减税降费1599亿
元，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增添了河
北经济发展的底气和信心。

回望历史，河北税务人向党和人
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展望未
来，河北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程
俊峰表示，河北税务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
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全面加强
党的建设，牢记为民爱党初心，深入
推进税收改革发展，坚持不懈为纳税
人缴费人办好实事，充分发挥税收在
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
性作用，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答好
新考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更多税务力量。

（孔静、付振宇、韩明霞、胡
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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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唐港区矿石铁路疏港
配套装车系统通过交工验收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单位公布

我省4地4组织入选邯郸：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绿色转型
——河北重大项目升级加力进行时②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今年前11个月

桃林口水库生态供水量
和发电量均创新高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红梅 通
讯员任树春、祁铭）从省水利厅获
悉，今年前 11 个月，桃林口水库
生态供水量和发电量双双创出
建库 22 年以来新高，累计向青龙
河生态补水近6.5亿立方米，形成
有水河道长度 60 公里；累计发电
8900 万千瓦时，超过设计年发电
总量。

桃林口水库位于滦河最大支
流青龙河上，是大型水利枢纽工

程，总库容约8.59亿立方米。今年
以来，桃林口水库在科学分析疫情
防控、农业生产、河道生态等多种
用水需求的基础上，合理安排生
活、生产和生态供水比例，利用今
年水量丰沛的有利条件，不断加大
向青龙河生态补水力度，今年以
来，已持续补水254天。

目前，该水库蓄水量约5.97亿
立方米，能够满足今冬明春冀东地
区抗旱供水正常需求。

1 至 10 月，省、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
投资559.4亿元、1070亿元，投资完成率分
别为136.3%、130.5%，均提前4个月超额完
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今年以来，邯郸
市深入开展“三重四创五优化”活动和重
大项目升级加力行动，精准有效扩大投
资，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走出了一条
以项目支撑产业、以产业引领发展的转型
升级之路。

精准对接，打造优质项目
落地“聚集区”

11月17日，记者走进位于邯郸市肥乡
区的中船重工（邯郸）派瑞特种气体有限公
司，厂房车间一尘不染，生产设备正在生产
三氟化氮、六氟化钨等电子特种气体。

“电子特种气体是大规模集成电路、
液晶面板行业生产所需关键原材料。”公
司技术部部长冀延治告诉记者，公司隶属
于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
2017年正式启动肥乡特气产业基地项目，
项目分三期，规划总投资32亿元，将建成
多条三氟化氮、六氟化钨、高纯惰性气体、
电子混合气体、三氟甲磺酸及其系列产品
的大型生产线。如今，项目一期、二期已
实现满产满销，三期工程正加快推进，三
氟化氮、六氟化钨两种气体产能在世界领
先。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特种气体2万
吨及液氮8万吨，年产值50亿元。

近年来，邯郸以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第
七一八研究所等气体行业企业为龙头，重
点发展电子特气、氢能应用、医用气体、大
宗气体、气体装备等五大产业领域，打造
技术领先、独具特色、享誉世界的“中国气
谷”，气体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

初冬时节，在涉县龙西工业园区河钢
邯钢老区退城整合项目现场，一派紧张忙
碌的景象。

河钢邯钢老区退城整合项目总投资概
算227.6亿元，项目主要包括3200立方米高
炉1座、3700立方米高炉1座、100吨转炉2
座、250吨转炉1座等冶炼装备及配套设施，
预计2022年6月投产，将形成年产铁565万
吨、钢470万吨、焦化210万吨的生产能力。

邯郸是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
面对调结构、治污染等多重压力，邯郸市
发挥重点项目对扩大有效投资和主导产
业培育的支撑带动作用，加快重点项目建
设，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
投产一批”的滚动发展格局。

邯郸市重点项目办公室副主任简文
莉介绍，今年，邯郸市持续用力盯紧抓实
重点项目，省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升级加力成效明显，争列省重点项目 83
个，总投资1449亿元，居全省第2位；安排
市重点在建项目 350 个，总投资 2722 亿
元，数量为历年之最。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邯郸市围绕
“532”主导产业，即精品钢材、装备制造、
食品加工、现代物流、文化旅游五大优势
产业，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健康三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电子信息和网络、安防应急
两大未来产业，以及33个县域特色产业，
聚焦品牌优、市场广、技术成熟的项目，瞄
准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和国
际国内500强企业，开展点对点招商、以商
招商，努力实现“引进一个龙头企业、壮大
一个产业、形成一个集群”。

完善服务，跑出重点项目
建设“加速度”

位于武安市的河北钜兴智能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铸管及精密铸件项目是省重
点项目，规划总投资60.5亿元，设计产能
117万吨。

“该项目一期工程从开工建设到热试
运行仅用了9个月时间。”公司总工程师闫
国栋介绍，铸管及精密铸件项目采用国内
外一流的工艺设备和先进的生产工艺，运
用数字化、智能化全程管理系统，打造国
内一流的市政管网、高端铸件、大型精密
铸件生产基地。

聚焦重大战略投资，武安市加快重点
项目建设。“现在办项目，走绿色通道，干
啥都畅通无阻，我们只管搞建设、做项目
就行。我们的项目能这么快竣工投产，多
亏了政府各部门的帮助。”闫国栋说。

为确保重大项目升级加力，邯郸市强
化全链条服务，坚持领导包联直抓，对83
个省重点项目、550个市重点项目实行一个
项目、一名联系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个

工作班子、一个工期计划、一竿子抓到底的
“六个一”工作机制，实现了重点项目全覆
盖、县（市、区）全覆盖、领导干部全覆盖。
今年以来，市县两级已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648个。其中，土地方面问题66个，资金方
面问题109个，审批方面问题156个。

建立“四调度、三推介、两观摩”重点
项目推进机制，强化全方位调度。“四调
度”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每季度调度一
次，对全市项目谋划、签约、开工、落地情
况，定期过堂；“三推介”，即每年举办3次
以上全市性招商推介活动，突出精准招
商，让更多好项目签约落地；“两观摩”，就
是上半年、下半年各组织一次现场观摩。

据了解，今年1至10月，邯郸市先后组
织云洽谈、云对接、云签约活动，举办杭州
招商推介会、邯郸主导产业招商推介会，参
加冀陕合作交流会、“5·18”廊坊经贸洽谈
会、央企河北行、第五届丝博会等国家、省
重大经贸活动。签约项目342个，同比增
长27.6%，签约金额2233.7亿元，同比增长
19.5%。美的智能厨电产业园、邯郸七彩文
化城、浙江运达可再生能源零碳高端装备
产业园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邯郸。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11
月29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
点单位的批复。其中，我省玉田
县、临西县、定州市、邱县等4地入
选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
县名单，河北新合作裕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滦县百信花生种植
专业合作社、柏乡县金谷源优质
小麦专业合作社、石家庄市栾城
区天亮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4 组织
入选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
点组织名单。

试点期限为 3 年，自 2021 年

11 月起至 2024 年 10 月止。农业
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将围绕农
业社会化服务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的有效路径、农业社会化服务引
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
多种形式、推进服务资源整合的
方法路径、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
行业指导的方式方法、完善农业
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措施等方面
任务开展试点探索。农业社会化
服务创新试点组织将围绕完善管
理制度、创新服务机制、联合合作
方式、科技应用路径等方面任务
开展试点探索。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日前，
唐山港京唐港区矿石铁路疏港配
套装车系统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
目前国内电气化、自动化、专业化
程度最高的矿石铁路疏港配套装
车系统具备交付使用条件，对完善
港口铁路集疏运体系、助力唐山全
面绿色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京唐港区矿石铁路疏港配套
装车系统与25万吨级专业矿石码

头堆场相连，能够同时满足2列列
车装车作业，每年可实现矿石装
车能力2000万吨。该项目还新建
一座目前国内最大的 12 工位伸
缩头转接机房，为搬迁至临港地
区的钢铁企业预留了接口，可为
下游 12 条管带机供料，实现码
头、钢厂、铁路三方无缝衔接，满
足今后向大宗散货运输模式转变
的需要。

图为位于
武安市的河北
钜兴智能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
铸管及精密铸
件生产车间。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