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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落实减税降费举措，作为实现“六稳”
的重要内容。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期间，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各地
走访发现，各地把减税降费作为抓好经济工作的关键举措，通过
实打实的政策措施，让纳税人和缴费人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实
体经济减负、企业群众普遍受惠等一系列红利不断释放。同时，
督查组真督实查，确保减税降费真正落到实处。

访企业、对账目，查政策、看落实

“企业今年预计能减免多少税费？”“当地出台了哪些减税降
费的政策措施？”“作为企业家，您觉得落实得怎么样？”…… 9 月
3 日开始，第三督查组马不停蹄横跨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先后
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访企业、对账
目，查政策、看落实。

督查组发现，内蒙古加大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实施力度，有效
降低企业负担，预计全年减轻纳税人负担约 411 亿元。内蒙古全
面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取消口岸设施维护费、口岸监管区过磅
费，继续实施公路通行费减免优惠措施，上半年为企业和社会减
负 7 . 9 亿元。

9 月 4 日上午，第六督查组来到安徽省合肥京东方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了解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区里税务局领导联系
我们，经常宣讲政策，前段时间还主动联系企业摸排招用的贫困
人口，可以申报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合肥区域财务总监张建强
说，“之前企业能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是被动的，要自己去咨询，
现在税务部门主动找我们，既方便又准确。”

督查组了解到，随着减税降费政策不断推进，这家公司今年
仅节约社保费、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就预计达 4300 万元。张建
强说，今年以来，出口退税到账速度明显加快，由原先的 15 个工
作日内减到 7 个工作日内，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减税降费亮点纷呈 着力促进经济发展

督查开展以来，各督查组针对减税降费开展一对一访谈、专
题座谈和明察暗访，深入了解各地落实减税降费的情况，发现了
一批好的经验做法，这些创新探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督查组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现，内蒙古出台减税降费政
策，实现了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内蒙古还创新推行
“i 税”服务平台，通过手机端或移动终端为纳税人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服务的智能移动纳税服务。

第十督查组在海南省发现，当地“压减”与“盘活”并举，全面
推进减税降费工作。海南省加强财政预算收支管理，全省各级财
政一般性支出压减 5% 以上、“三公”经费压减 3% 以上。海南省
还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全省统一时间节点，分批收回结转结余资
金。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7 月，海南省新增减税降费 76 . 29 亿
元，其中新增减税 62 . 58 亿元，社会保险费减免 13 . 66 亿元，减
税降费成效明显。

第十五督查组在甘肃省发现，甘肃省税务部门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成效显著，通过为企业建立“项目管家”，主动推送“明白
卡”等组合措施，提升了企业对优惠政策的获得感。目前，全省组
建了 1000 多个“项目管家”服务团队，建立动态分户式档案，共
服务全省各级列示重点项目 4187 个，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已开工

列示重点项目全覆盖。

真督实查促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

督查期间，各督查组详细了解各省份落实减税降费的整体
情况。督查发现，许多省份建立了减税降费和财政收支预算管理
工作协调机制。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等部分地区取
消了对下级政府财政收入考核的排名。

一些省份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江西省大力压减会议费、差
旅费、劳务费，从严控制“三公”经费。重庆市对于除脱贫攻坚、生
态环保、教育等重点领域以外的专项资金，统一按 13% 的比例
压减 50 亿元。

此外，部分省份还多渠道开源。重庆市采取拍卖、出租等措施
盘活长期低效运转、闲置的政府存量资产，增加非税收入 75 亿
元。贵州省预计可增加省级国有企业特别收益上缴 92 亿元左右。

督查中，各督查组坚持真督实查，着力纠正减税降费方面存
在的问题，促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

第十四督查组在云南省建水县经过暗访督查，查实了一个
“红顶协会”。当地个体工商户办营业执照时，“被自愿”加入县个
体私营经济协会并缴纳会费；全县两年半强收会费 551 万元，这
些会费成为建水县市场监管局的“小金库”。

督查组要求建水县政府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对全县情
况进行摸排，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政府要举一反三，针对类似问题开展全面自查，清理规
范“红顶协会”，加强行业协会管理。

红河州政府表示，对督查组反馈的问题照单全收、立行立
改，督促建水县及州级有关部门及时整改，同时，抓紧规范行业
协会内部治理，加强行业协会综合监管，并以此为切入口举一反
三，推进营商环境持续好转。

第九督查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车管所年检收费高的
问题线索进行了暗访督查。经查，河池市机动车检测中介服务机
构大多与机动车检测机构同院办公或相邻办公，每车次检测收
取代办费用约 340 元，总检测费用约 500 余元。

一些群众反映，如果不通过服务公司自行进行检测，通过率
不足 5%；如果通过服务公司，通过率超过 70%，且河池中介服
务公司代理费明显高于周边地区。

初步查实问题后，督查组大力督促当地整改，全面规范代办
服务市场。目前，河池市需进行检测的机动车保有量约 72 万辆，
按每年 70%左右的车辆检测估算，每年可为群众减少车检支出
超 1 亿元。

(记者刘懿德、姜刚、罗江、字强、何伟、梁军、魏圣曜)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

政策措施实打实 真金白银得实惠
2019 年国务院大督查聚焦减税降费

新华社贵阳 9 月 12 日电(记者潘
德鑫)12 日，国务院大督查第十三督
查组准备离黔返京时，收到了一份特
殊的基层反馈———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贵阳职院”)电子商务创新
创业班学生自制的锦旗，锦旗上写有
“雷霆出击破案神速，心系百姓匡扶正
义”。

“在最苦闷的时候，感受到了党和
政府的关心和温暖。”前来送锦旗的一
名学生代表说，今年以来，他和其他同
学曾多次向校方及贵阳市有关部门反
映学校校企合作中的问题，但一直没
有结果，没想到督查组不到一个星期
就解决了，“同学们做了一面锦旗表达
谢意和敬意。”

9 月 4 日至 5 日，第十三督查组
对贵阳职院学生反映的“当地校企合
作名不符实”问题线索进行暗访核查。

4 日，贵阳职院 4 名 2017级电子
商务创新创业班的学生向督查组反
映：“入学不久，就在学校签订了《就业
服务协议》，没来得及细看就签了”“每
年除 3500 元学费交给学校，还要交
6200 元‘技能实训费’给企业”“技能实
训的承诺大多没兑现，不少 2018 年毕
业的同学最后也没给找到协议中说的
年薪 4 万元以上的工作” ……

督查组多方核查发现，自 2016 年
贵阳职院与贵州微学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微学教育”)开展校企合
作以来，该校共有 381 名电子商务专
业学生与微学教育签订了《就业服务
协议》，共缴纳“技能实训费”390 多万
元。学生如数缴纳费用后，微学教育并
没有履行“全电脑教室上课”和“一人
一机”教学、开展对口技能培训、百分
百推荐就业等承诺。

督查组认为，贵阳职院和微学教
育均存在以“校企合作”名义违规招收
学生、收取费用的问题。校企双方均没
有履行各自的主体责任，严重违背国
家推行校企合作的宗旨和目的，严重
损害了学生的合法权益，相关主管部
门存在官僚主义、不作为问题。

5 日，督查组责成贵州省政府
及教育、人社、财政、市场监管、税
务、工商等部门高度重视贵阳职院

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限期核查整改，切实吸取教训，并举
一反三，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11 日，督查组约谈了贵州
省教育厅主要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督查组反映的
问题，诚恳认领、照单全收，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抓好落实整
改。

目前，贵州省教育厅已督促贵阳市、贵阳职院按督查组相关
要求，依法依规及时纠正该院校企合作不规范的相关问题，对相
关企业与学生签订的协议内容履约情况进行梳理，责成企业全
面履行与学生签订的协议内容，退还全部费用，并启动问责程
序。12 日，督查组向多名贵阳职院电子商务创新创业班学生查
证，证实有关企业已将违规收取的费用陆续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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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在干旱的南疆，干涸的
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来水了。
记者近日驱车纵穿两大沙
漠 ，在 茫 茫 的 荒 漠追踪水
头，见证了一场孤独而执着
的挺进。

一度彻底断流三十余年
的塔里木河，今年迎来了第
20 次生态输水。8 月中旬，在
塔里木河最末端的一座水
库——— 大西海子水库，干流
的水头抵达了。水库的泄洪
闸、放水闸随即开启，标志着
今年向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
输水工作正式启动。

今 年 的 生 态输水 ，如
同过去 2 0 年一样，通过让
水从大西海子水库驶入其
下 干 涸 的 河 道 ，来 贯 通 这
条中国著名季节性河流的
全长。

自从今年 3 月以来，这已
是记者第三次到塔里木河采
访。此前两次已跑遍 1321 公里
的塔里木河干流、224 公里的
主要源流阿克苏河，偏重深入
调研，而这一次，记者只为追踪
水头。

8 月底，记者和新疆塔里
木河流域管理局大西海子站站
长徐生武，从大西海子水库出
发向南而行。

当天距离今年塔河下游
生态输水已过去了 10 天。由
于无法精确定位水头所到的
位置，只好凭借经验大致确定
方位。

塔里木河的下游河道就在
218 国道旁边，自北向南纵穿
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姆塔格
沙漠之间。要更靠近河道，须在
戈壁上行车，扬尘持续，雨刮器
刮个不停。

但河道两旁的红柳是喜
人的，不少高达三米。在记者
的印象中，红柳是戈壁滩上
低矮的灌木丛，没有叶，只有
枝干。但眼前却是茂盛的绿
意，还有紫红色零星点缀，惊
艳无比。

正因为持续经年的生态输
水，河道两旁曾经全然裸露的荒地已不多见，天然植被
生机盎然。

驱车 3 小时后，记者一行到达了塔河下游 1 号闸
口，但水头还没有到。徐站长告诉记者，依他的经验判
断，再过一个小时，水头能到。

秋日的塔河下游，天空灰蒙蒙，风声不断，胡杨也
沙沙作响，仿佛在呼喊水来。在等待时，记者架起摄像
机，选定拍摄的最佳位置，不时升起无人机来观察水头
是否到达。

徐站长的判断果然没错。在等了近一个小时后，水
头远远地在河道中露头了。如同数月未见的老朋友，记
者兴奋地冲进了河道，一踩在沙土上，行路顿时吃力起
来。

只见水头在河床上缓缓前行，如拼命爬行，又似细
胞分裂，在做不规则扩散。水流没过千疮百孔的土地，
像是沸腾一般冒出滚滚气泡。河水像是在以极强的力
量吞噬河道、吞噬干涸。

感觉到水流将至，惊慌失措的蚂蚁、蜘蛛从河床密
布的孔隙中爬出，四处逃窜。一只虫子爬上了记者的裤
子，更多的则被黄色的河水淹没。

水头继续前行，却在一处低洼的坑里止步了。约莫
过了 10 分钟，洼地填满，水流才继续向前。不久，逢着
一处落差较大的下坡，平静的河水顿时变得湍急，大河
的声音来了。

作为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大西海子水
库到尾闾台特玛湖的距离为 360 余公里，这一段的生
态最为脆弱，却是一道“绿色走廊”，拦截着塔克拉玛干
和库姆塔格两大沙漠的“握手”。

但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塔河沿岸迎来大规模
开发，上中游用水量急剧增加。到 70 年代，大西海
子以下河道滴水不见，原有的荒漠植物带开始大量
衰退死亡。

风沙肆虐，吞噬了下游一个个村庄，牧民赶着羊群
到上游找水。原本分隔的两大沙漠，20世纪末越过沙
化的河道开始合拢。

2001 年 6 月，国家开始对塔里木河流域进行综合
治理。20 年来，通过一系列强有力举措，使下游生态得
到有效保护。生态输水即为一项重要举措，确保了 360
公里河道再无人为断流。

水头缓缓向远处流去。徐站长说，水流的速度每天
约 10 公里。通过无人机记者看到，河流在辽阔的荒漠
中流过，其痕迹就像在巨幅的黄色宣纸上，写出力透纸
背的长长一竖。

有人说塔里木河是一条悲壮的河流，它最
终消失在沙漠深处，更无法汇入海洋。但这条
河，从村民逃离后留下的断壁残垣旁流过，穿
越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戈壁，路过胡杨和红
柳，孤独而执着。

(记者阿曼、李志浩、张晓龙)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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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9 月 12 日电(记者字强)9 月 11 日，新华社
报道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违规收费问题。红河州委、州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建
水县于 9 月 12 日前整改完成，并派出督查组进驻建水县督
促整改。

针对建水县暴露出的问题，红河州政府立即作出部署，
在全州范围内就类似情况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自

检自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建水县切实加快整
改落实，立即开展会费清退工作，目前已清退 180 . 2 万元，
剩下的将尽快清退完毕。建水县纪委监委启动了对有关责
任人调查程序，目前已约谈了 4 名相关责任人。

红河州政府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对行业协会监管，
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推动“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对国务院大督查发现的“红顶协会”问题迅速整改

云南红河：约谈 4 人清退 180 万元

金秋时节，苍山洱海之间，人和景明。眼下的洱海水，比几年
前更清澈。

“立此存照，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
了解洱海生态保护情况时，和乡亲们拉家常，与当地干部合影，
叮嘱“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

四年过去了，洱海保护治理成效如何？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
第十四督查组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调研核查大理保护生态、绿色
发展的探索和实践。

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流域内
人口不断增长、旅游业飞速发展，洱海流域污染负荷快速增加。
洱海经历了从贫营养湖泊向中营养湖泊再到富营养湖泊的演
变，出现了蓝藻大面积聚集和暴发。

为留住“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大
理州开启洱海保护治理抢救模式，开展村镇“两污”治理、流域
“两违”整治、农业面源污染减量等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

治理洱海，投入很关键。督查组了解到，云南举全省之力保
护好洱海。省长担任洱海省级“湖长”，建立起各级职能部门参与
的工作机制，省级财政给予 6 亿元定向补助，省级部门给予 3 亿
元专项补助。2015 年至 2019 年 7 月，大理累计投入洱海保护资
金 183 亿元，构建覆盖全流域的截污治污体系。

大理引入社会资本，实施洱海环湖截污工程 PPP 项目，建

设环保基础设施，截断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水进入洱海，并
对污水净化处理，循环再利用。

目前，大理已建成 19座污水处理厂、135座农村污水处
理设施、12 万个化粪池、4461 . 6 公里污水收集管网，日收集
处理 900 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系统全天候运行，洱海流域
城乡生活污水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已实施 252 公里入湖河道
生态治理，今年将全面消除洱海流域 27 条主要入湖河流Ⅴ类
及以下水体。

“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大理州委
书记陈坚表示，大理州坚持在生态优先下促进绿色发展，在绿
色发展中落实生态优先。

督查组了解到，大理划定总面积为 321 . 8 平方公里的洱
海核心保护区，全面停止海东开发区建设，关停洱海周边客栈
餐饮，拆除 4 . 8 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加快位于流域外的大理
新区建设，推动流域内产业和人口向流域外转移。

同时，完成环湖 1806 户生态搬迁，并同步建设 5800 多亩
环湖生态湿地和缓冲带。洱海流域实现禁止种植以大蒜为重
点的大肥大水农作物，转向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和旅游业。

呵护洱海，离不开全民参与。目前，除了洱海流域 1000 多
位基层河长每天巡河，周边村民都自觉行动起来，参与保护。

古生村村民李德昌的家就在洱海边，四年来，他心里一直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每天都注意观察洱海水质的变化。“只要
有时间，我都会打扫滩地上的生活垃圾，打捞近岸的死亡水生
植物和水藻。”李德昌说。

如今，李德昌的心情越来越好——— 洱海水质好多了。生态
环境部公布的 2018 年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显示，洱海全
年水质为优。今年前 5 个月，洱海全湖水质均为Ⅱ类，6 月到
8 月为Ⅲ类。

第十四督查组在实地督查时指出，洱海治理已经取得了
明显成效，下一步还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以系统性的思维进行全面治理，更加有效发挥社会
资本作用，在巩固洱海污染防治成效基础上，着力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让苍山洱海美景永驻人间。

(记者字强)新华社昆明 9 月 12 日电

“立此存照”四年后，洱海怎么样了

国务院督查组回访大理洱海

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上世纪八十年

代起，流域内人口不断增长、旅游业飞速发展，洱

海流域污染负荷快速增加

为留住“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

的自然美景，大理州开启洱海保护治理抢救模式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2018 年全国地表水环境

质量状况显示，洱海全年水质为优。今年前 5 个

月，洱海全湖水质均为Ⅱ类，6 月到 8 月为Ⅲ类

▲ 2019 年实施的第 20 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
水，水流在干涸的河床前行（ 8 月 25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阿曼摄）

督查组发现，内蒙古加大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实施力度，有效

降低企业负担，预计全年减轻纳税人负担约 411 亿元。内蒙古全

面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取消口岸设施维护费、口岸监管区过磅

费，继续实施公路通行费减免优惠措施，上半年为企业和社会减

负 7 .9 亿元

第十督查组在海南省发现，当地“压减”与“盘活”并举，全
面推进减税降费工作。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7 月，海南省新增
减税降费 76 . 29 亿元，其中新增减税 62 . 58 亿元，社会保险
费减免 13 . 66 亿元，减税降费成效明显

督查组发现，许多

省份建立了减税降费

和财政收支预算管理

工作协调机制

一些省份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重庆市对于除
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教育等重点领域以外的专项资
金，统一按 13% 的比例压减 50 亿元。部分省份还多
渠道开源。贵州省预计可增加省级国有企业特别收
益上缴 92 亿元左右

减税
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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