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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彤彬

近年来，河北省沧州市围绕“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工作要求，以税源分类

管理为基础，以推行取水量远程监控为

手段，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加强部门

配合为根本，在增强公民节水意识，合

理调整用水结构,回升地下水位等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该市深层地

下水取水量较2016年下降62.49%，随

着地下水开采下降，水资源税收入也在

逐年下降，2019年该市入库水资源税

11，358万元，2020年该市入库水资源

税 8135万元。

分类管理“一类一策”精准

掌握税源底数

沧州市根据纳税人实际情况，将全

市水资源税纳税人划分为A、B、C、D四

类，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确保

各类税源全部管理到位。税收管理的透

明规范，有效促进了水资源的节约和合

理利用。

A类是重点政策扶持对象，即“有取

水许可证，且年纳税10万元以上的”纳

税人，及时送政策上门，积极引导企业转

变生产方式，采取节水措施，降低税收负

担。5年来，累计有8户企业通过技术革

新进行节水改造，6户企业污水循环利

用，为全市依法纳税和节水降耗工作起

到了表率作用。

B类是重点核查对象，即“有取水

许可证，但取水量不稳定的”纳税人，

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申报水量与水务部

门核定水量进行核查对比，发现问题，

及时督导整改，5年来累计核查1060户

次，增收税款210万元。

C类是重点提醒对象，即“有取水

许可证，但取水许可证即将到期或列

入水利主管部门关停计划的”纳税人，

及时提醒纳税人办理取水许可证延续

申请，或在关停之前结清税款、注销

取水许可证。5 年来，该市累计关闭

960 眼井，企业全部按规定履行了注

销手续。

D类是重点监管对象，即“无取水

许可证，有取水行为的”纳税人，通过

信息交换、群众举报等渠道掌握纳税

人信息后，税务、水务部门联合进行核

查，按税收征管程序追缴税款，并交由

水务部门对备用井进行封停处理，对

符合办证条件的提醒其到水务部门办

理取水许可证手续。5年来，共有D类

纳税人 342 户次，依法三倍征收税款

2046万元。

远程监控“软硬兼施”提高

税款申报质量

沧州市将推进取水量远程监控信息

联网工作作为规范税收管理的一项重要

任务来抓，市财政投入600万元，建成了

远程计量监控系统。由沧州市税务局组

成督导组，按照远程计量监控系统安装

进度排名进行重点督导全面推进。同

时，将推进取水量远程监控信息联网工

作纳入绩效考核。据统计，该市水资源

税纳税人673户868眼井已安装取水量

远程监控设备，年取水量超过1万立方

米的纳税人安装比例达到 100%，仅

2020年新增取用水计量设施258个。

通过推广远程计量监控系统，减少

了水务部门人工抄表环节、节约了成

本，保证了纳税申报及时准确。

风险管理“三步走”切实

防范执法风险

沧州市积极探索以风险管理为导向

的水资源税管理之路，通过编制风险指

标、强化风险识别、完善事后管理三个

步骤，切实防范执法风险。

第一步，分析实际问题，编制水资

源税风险指标。为解决水资源税申报

不实问题，建立“实际取用水量与申

报水量存在差异”风险指标；为解决

水资源税纳税人不及时进行税源登

记问题，建立“纳税人办证未及时税

源登记”风险指标；为解决水资源税

纳税人应申报未申报问题，建立“营

业收入大于零而水资源税申报税额

为零”风险指标；为解决水资源税纳

税人申报数据不准确问题，建立“申

报税额环比浮动超过 50%”风险指

标；为解决城镇供水企业虚假申报的

问题，建立“城镇供水企业水资源税零

申报”风险指标。

第二步，查找风险点。根据编制的

水资源税风险指标，从系统中查找高风

险点并筛选排序，提取水资源税申报疑

点数据，分等级推送基层税务机关核

实。5年来，经过风险应对核查确定37

户纳税人62条不实申报信息，追缴税款

389万元。

第三步，完善事后管理。通过对风

险指标提取的风险点分析发现，风险点

集中表现为零申报。对此，在加强应对

整改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制定完善征管

措施，指定专人对这些企业未来3个月

的纳税情况动态监控，对于首次未按规

定申报的，讲明“首违免罚”政策，提醒企

业及时申报税款，否则将面临税务处罚

的风险。

部门协作“四联四促”合力

推进征管水平

沧州市税务机关与水务部门全方

位合作，按照“水利核准、纳税申报、税

务征收、联合监管、信息共享”的新型

税收征管模式，提高了水资源税征管

水平。

针对企业申报的取水量有疑问或申

报数据异常变动的，两部门联合派人到

企业实地调查核实，确保数据准确、规范

管理。同时，市、县两级税务和水务部门

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对非法取用水

行动开展联合治理。5年来有116户企

业因超计划取水，加成征收水资源税

980万元。

沧州市通过规范管理，纳税人节水

意识明显增强。数据显示，申报户数逐

年下降，2019年该市停止取用地下水

157 户，2020 年停止取用地下水 472

户。地下水取水量逐年递减，由2017年

的1910万立方米降至2020年的932万

立方米，下降比例为51.2%，城镇公共供

水税额占全部税额的比重逐年提高，由

改革初期的 39.61%提高到 2020年的

61.34%。今年1月~8月份，该市地表水

取用19,160万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

34.35%，地下水取用467万立方米，比

去年同期下降31.22%。

河北沧州水资源税改革晒出成绩单 念好减、改、创“三字诀”为基层减负

纳税人节水意识明显增强，今年1月~8月份，该市地表水取用19,160万立方米，

比去年同期增加34.35%，地下水取用467万立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31.22% □ 邹明仲

“会议该合并的都并了，每

周开一两次会，效率更高，更有

时间跑基层了。”辽宁省清原满

族自治县英额门镇党委书记

杨雷切身感受到，现在做工作

更能集中精力、可以深入开展调

查研究了。

国庆假日刚刚结束，杨雷上

班的第一天，不是在办公室里报

送材料、处理公文，而是带领镇、

村干部深入一线，投入到推进

“中药材产业强镇”的建设工作

中。“我们正在推进万亩中药材

景观带、种子繁育基地、千亩龙

胆草示范基地的建设。从配备

喷灌设备到采购种苗、化肥，方

方面面都需要我们了解农民需

求，帮助牵好线、搭好桥。”

今年以来，英额门镇把80

多个会议整合压缩到了30多

个，更加注重工作的落实。开会

主要是加强学习、集思广益、研

究问题。经过踏踏实实的工作，

全镇中药材生产形势喜人，已增

至4万亩，并成功入选2021年

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

英额门镇的“精文减会”，是

该县乃至辽宁全省的一个缩

影。据了解，全县严格要求能

精简的会议坚决精简，能合并

的会议合并召开，县直部门召

开的全县性会议必须向县委办

公室、县政府办公室报备后方

可召开，尽最大可能为基层松

绑，让广大干部更有精力深入

一线、深入基层。

辽宁省要求，坚决破除“靠

开会发文抓落实”的路径依赖，

提倡“短实新”文风，多发“小快

灵”“接地气”的文件，少开会、开

短会，开管用的会，开直接相关

人参加的会。

改，是清原满族自治县推进

为基层减负的另一个关键词，该

县多次开展非必要的微信群清

退工作，改变“微来微去、群来群

往”的局面。“应急、维稳、宣传等

多项工作的政务App、微信工

作群原来有20多个，每天需要

报送大量数据和材料。现在只

有10多个，不必要的报表少了，

指尖上的负担少了，工作效率提

高了。”清原满族自治县委干部

陈炫伊说。

改变频繁重复报送，加强政

务数据的整合，是辽宁推进基层

减负的重点工作。辽宁省提出

要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

管”“一网协同”，加强信息资源

整合和信息共享，真正让基层干

部“少跑腿”，让信息数据“多流

通”。目前，省级层面40个部

门、660项事项的办理进驻省政

务服务中心，651项事项可以实

现网上办理。

创建权力清单，明确权力

的边界，才能更有效地开展工

作。据了解，根据上级部门要

求，清原满族自治县还在创建

全县、各乡镇的“权力清单”。

截至目前，县级层面共涉及的

26个部门中，已有24个部门完

成了确认工作，还有两个部门

正在制定过程中，乡镇层面清

单也将根据上级部门要求，逐

一落实。

辽宁清原通过“精文减会”、创建权力清单，
广大干部更有精力深入一线、深入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