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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网络骗局套路迭出，令人真假难

辨。专家指出，营造“知信、用信、守信”

的良好氛围，网络骗局背后的黑色产业

链亟待整治。

重拳整治
斩断网络诈骗黑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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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信用+”是下一个
10年最大的商业红利。其
实，信用的黏合剂也理应成
为社会发展的巨大红利。
褒奖每一次守信，惩戒每一
次失信，效果是实实在在
的，传递出的导向也至关重
要：失信者的过错，不能让
守信者承担。让失信者付
出高价，让守信者享受红
利，诚信才能成为最重要的
社会资本。

信用信息公开共享 共铸淮南诚信新风尚
—— 访安徽省淮南市发改委副主任尹伊

□ 本报记者 岁正阳

安徽省淮南市作为楚文化发祥

地，在信用体系建设伊始，便提出了

“传承楚风汉韵古文化，共铸淮南诚

信新风尚”的口号。近年来，随着社

会对于诚信越来越重视，打造现代

淮南、文明淮南、诚信淮南刻不容

缓。“搭建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

台，建立官方的信用门户网站是做

好信用体系建设的根本和前提。”日

前，安徽省淮南市发改委副主任

尹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共建共享
助力信息公开公示

记者：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

型市场监管机制是政府职能转变的

必然要求，淮南市创新性地开展市

场监管工作，在建设信用平台和网

站的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进展？

尹伊：2016年 10月，淮南市启

动了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的

建设工作，2018年1月，平台通过专

家组初步验收。经过两年的探索、

推广和应用，淮南市初步搭建起省

市两级信息共享、标准统一、互联互

通的信用平台架构体系。计划到

2020年建成上联省信用平台、横向

覆盖全市、县区两级的市级公共信

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通过平台实

施推动市级区域法人、其他组织和

自然人在政务、司法、公用事业、金

融、商业交易等领域的公共信用信

息的整合，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主体

信用信息数据库。利用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整合信息，促进和保障监管

部门发挥各自职能优势，管理和规

范市场经济行为，监督市场主体在

价格、纳税、质量、环保等方面履行

社会责任、诚信守法经营。

一是信用信息归集面越来越

宽。修订完善《淮南市公共信用信息

目录（2017年版）》，建立了淮南市企

业法人信用信息库、自然人信用信息

库和信用专题库，建立红黑名单、联

合奖惩、异议处理等业务子系统。“信

用淮南”网站滚动展示信用动态、发

布政策制度、提供信用查询、建立行

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专栏公示等功

能。淮南市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服务

平台有效归集和整合了政府行政管

理部门及社会公共服务单位掌握的

相关信用信息，为政府机构、金融机

构、公众提供信用查询、信用分类、

信用记录、信用公示等应用服务，打

破了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

二是信用信息归集质量越来越

高。完成了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数据归集对接工

作，重点加强与供水、供电、供气、股

权交易场所、融资担保、信用服务等

领域相关机构的对接，将其掌握的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一并纳入目录。

借助行业协会商会、信用服务机构、

大数据企业等社会力量，主动采集

各类信用信息，丰富信用数据库内

容，为加强地区、行业信用监管提供

支撑。着力优化平台的服务功能，

向社会提供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信用状况自测和查询功能。“信

用淮南”微信公众号已上线运行，

“信用淮南”APP也在积极推进。

三是信用信息应用范围越来越

广。结合安徽省信用平台，推进信

息深度加工和广泛应用。对已归集

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及时清洗、比

对，形成客观反映市场主体信用状况

的信用档案。建立各类主体信用记

录，将信用信息嵌入行政管理过程中，

区别不同信用状况实施分级监管，瞄

准违法失信风险开展精准监管。淮南

市金融办将融资担保公司的信用评

级结果作为分类监管的重要依据，

依据信用评级限制对外投资比例。

淮南市税务部门为纳税信用等级较

高的纳税人提供绿色通道和提供授

信额度。淮南市海关探索运用“全

息画像”的理念，通过大数据、云计

算等方式，准确描述企业社会信用

全貌并将企业信用纳入到海关稽

查、核查、查验中。毛集实验区招投

标中心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使用供应

商信用评估报告,工商注册登记要

求出具法人和出资人个人信用报告。

群策群力
取得多方面进展

记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

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全社会

群策群力、共建共享使得淮南市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

具体有哪些成效？

尹伊：回顾淮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历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

一是完善信用建设体系。淮南

市建立起包括65家成员单位的联席

会议制度，基本形成了由领导小组挂

帅、市发改委信用办牵头协调、市直

部门积极配合、各县区分头实施的

“四位一体”信用建设工作局面。督

促将信用工作纳入县区、部门的议事

日程。建立健全工作制度，牵头出台

《中共淮南市委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

见》《淮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

要（2015-2020年）》等一系列纲领性

文件，指导全市信用体系工作开展。

二是构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

为加快联合奖惩制度建设，出台了

《中共淮南市委办公室淮南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

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

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淮南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建立完善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

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为激励守信、惩戒失信作出政策引

导。联合奖惩行动广泛开展，牵头开

展政府机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和电

子商务领域等重点领域的治理工作，

依托“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扎实开展严重违法企业市场主体信

用监管联合惩戒机制，企业“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的局面正在实现。

三是营造诚实守信社会氛围。

结合“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14

个人信用记录关爱日”等重要节点，

组织相关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开展

信用政策法规、信用知识宣传活

动。2017年6月，组织全市17家银

行及金融机构发扬公益精神，定制

2.5万把诚信便民伞投放全市，供市

民无偿使用，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市农委组织开展“平安农机”“江淮普

法行”等诚信宣传和专题公益活动，

营造诚信农业发展环境。市商务局

组织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诚信兴

商宣传月”等活动，培养企业的诚信

意识、强化企业诚信自律。一系列

诚信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将诚信

品格融入城市精神文明的重要内

核，将诚信理念植入百姓的内心深

处，坚持诚信立市，使诚实守信内化

为市民的精神追求。

四是推进区域信用建设试点。

2017年寿县和田家庵区成为信用

示范县区，寿县实施农村信用体系

建设试点，人行寿县支行在系统录

入中发挥前沿哨所的作用，各试点

乡镇组织得力，定期调度，特别是安

丰镇利用“安丰农村信用评级”微信

等多种载体和方法，加大农户信息

录入工作推进力度。田家庵区积极

开展信用信息公示，区人民法院创

新执行模式，执行“触网”制度，探索

创建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

下一步，淮南市将进一步加强

对于诚信社会的建设力度，把城市

信用建设和营商环境建设结合起

来，用诚信建设推动营商环境建设，

更好地适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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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失信者有“痛感”守信者得“甜头”
□ 石 羚

日前，“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

宣传活动启动，将褒扬守信、聚焦问

题。从 2014 年开始，“信用体系建

设”已连续5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诚信建设，中央有坚定决

心，百姓有热切期盼。目前，全国法

院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逾1000万

人次，约250万失信者已主动履行了

法律义务。有人说，“信用+”是下一

个10年最大的商业红利。其实，信

用的黏合剂也理应成为社会发展的

巨大红利。

湖北黄石，法院为“老赖”定制

专属彩铃，提醒来电者谨慎交往、督

促还账；福建罗源，一些影院在正片

放映前，会播出一条包含“老赖”名单

的特殊广告；广西南宁市兴宁区，地

方法院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老赖”

执行悬赏……最近一段时间，各地积

极创新惩戒手段，曝光失信行为。“老

赖”无处可藏，令百姓拍手称快。

失信案例之所以备受社会关注，

就是因为其蚕食的是整个社会的“诚

信红利”。编造虚假信息、精心设置

骗局，电信诈骗不仅给受害人带来财

产损失，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

任；写明“限本人使用”的免费卡，被

转借多人，吃垮的不光是火锅店，还

有买卖间的信任；一年间换11家公

司，11次仲裁索要加班费，“职场碰

瓷”危害的不光是企业，还有劳资关

系……大河奔流，信任就如同河床，

一旦崩塌，正常的社会协作和社会公

正都会因此失去依托。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

信不强。”守信不单是个人修养的证

明书，也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有学

者说，信任是一个复杂社会的简化机

制。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

人际交往既亲密又清澈，社会治理既

简单又高效。而一旦假货招摇过市，

人们只能劳心费力地去学习如何识

别真品；一次出尔反尔，“人格担保”

黯然失色，定金、抵押不断加码。失

信行为，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也

大大推升了社会正常运行的成本。特

别是如果“守信者吃亏、失信者得益”

的现象得不到纠正，失信成本保持低

位，更会出现以狡诈为美德、以虚伪

为能力的“诚信滑坡”“信用破产”，给

法治、道德带来整体冲击。

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

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

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

失信。从国家发改委联合铁路民航

部门，限制严重失信人乘坐飞机火

车，让失信者真正“寸步难行”，到文

化和旅游部要求逐步完善社会艺术

水平考级诚信标准，推动艺术教育

健康发展；从哈尔滨禁止失信开发

建设单位招投标，到南京规定骗提

公积金者5年内禁止贷款……各领

域、各地区、各行业共同出击，对失

信个人、企业严肃处理、联合惩戒，

织密诚信建设的天罗地网，才能让

整个社会的运转更高效也更和谐。

在失信者有“痛感”的同时，更

要让守信者得“甜头”。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与市场机构互联互通，

提供优质商业、金融服务；税务部门

向 A 级纳税人提供绿色通道；企业

平台凭借信用积分提供免押金骑

车、办签证免酒店机票信息等便利

……政府推动、社会共建，让无形的

信用“变现”，本身就是一种激励诚

信的正面导向。无论是信用住宿、

信用医疗，还是信用社交、信用租

赁，都丰富了诚信社会的应用场景，

也将形塑信息社会的文明景象。

褒奖每一次守信，惩戒每一次

失信，效果是实实在在的，传递出的

导向也至关重要：失信者的过错，不

能让守信者承担。让失信者付出高

价，让守信者享受红利，诚信才能成

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税务总局：税收违法
“黑名单”公布力度持续加大

本报讯 记者刘梦雨报道 记者

从国家税务总局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今年1月～6月，各级税务机关公

布税收违法“黑名单”案件2781件，比

去年同期增长80%。自2014年 10月

公布第一批“黑名单”以来，各级税务

机关累计公布“黑名单”案件达到

10340件。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巡视员李国

成表示，2017年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检

查涉嫌骗税和虚开企业6.86 万户，查

处骗取出口退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

失 207 亿元；认定虚开和接受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及其他可抵扣凭证584

万份，涉及税额1205亿元。

税务部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共对5.63 万

户涉嫌骗税虚开企业开展检查，查处

骗取出口退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

48亿元；已认定虚开和接受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及其他可抵扣凭证227万

份，涉及税额434亿元。

“根据近年来查处的案件分析，骗

税和虚开案件除具有专业化、团伙化、

隐蔽化等传统特点外，当前骗税和虚

开还呈现诸多新趋势。”李国成将这些

新趋势概括为三个特点：从作案方式

看，短平快特征明显；从作案手段看，

具有多样性特征；从案发领域看，部分

行业出现新的涉税风险。

人社部：进一步加强
社保领域诚信体系建设

本报讯 记者韩乾报道 近日，人

社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全面取

消社会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证后如何

杜绝欺诈、冒领问题，人社部副部长游

钧表示，将在进一步强化便民服务各

项举措的同时，依法依规严查冒领社

会保险待遇的行为，加强风险防控，从

源头上堵塞漏洞，切实维护社保基金

安全，维护参保人员合法权益。要强

化事中、事后的监管手段，通过完善立

法、强化信息技术的手段堵住漏洞，让

以身试法的人得不偿失。同时，通过

加强诚信体系的建设，实施联合惩戒，

让违法、失信者处处受限。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

任贾怀斌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强和完

善管理措施，做好“堵后门、断后路”的

相关工作，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进

一步完善法律法规。积极研究制定

《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条例》，通过

加强法制建设，进一步规范基金管理，

也进一步明确参保人的权利和义务。

二是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加

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重点是将基金

风险防控的各项措施落实落细，通过

信息化手段，防范可能发生的各类欺

诈、冒领行为。三是加大对欺诈冒领

行为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健全行政执

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依

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社会监

督，集中曝光一批欺诈骗保案件，使骗

保冒领违法的理念深入人心，对不法

行为产生震慑效应。四是进一步加强

社保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加强与相关

部门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对失信企业

及相关人员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人

员处处受限，为失信行为付出代价。

凭借个人信用凭借个人信用分租借充电宝更便分租借充电宝更便利利

诚信，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扎牢制度的笼

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良好态势初步形成。图为近日一名体验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利用自己的信

用评分借用充电宝。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