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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崇德尚法、尽责至善，临清市地税局———

汲汲取取钞钞关关文文化化精精髓髓提提升升软软实实力力
临清运河钞关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惟一一处还保存

有原貌的钞关旧址，也是目前文献最多、内容最丰富的税收文化遗存，被
誉为中国税收文化活化石。

临清市地税局汲取钞关文化精髓，提炼出以“笃学尚行、崇德尚法、尽
责至善、追求卓越”为核心的临清地税价值体系，并积极践行“敬业、创新、
法治、尚德”的临清地税理念，全力打造“阳光地税、卓越团队、和美家园”
的愿景目标。

本报记者 王传胜 通讯员 赵伟 牛继君

崇德尚法，筑牢廉洁防线
临清市地税局通过每月召

开例会，交流工作经验，沟通思
想情感，营造和谐共进的机关氛
围。组织开展“身边的榜样”道德
模范评选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组织开展

“读书学习”专题教育活动，并
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和争当“学习型个人”活动，
进一步加大教育力度，培养地

税干部的主动学习意识和争先
创优意识。

临清市地税局不断丰富廉
政文化教育内容，提高廉政文化
建设的层次和品位。开展以“预
防职务犯罪从我做起”为主题的

“地税杯”反腐倡廉演讲比赛。邀
请百余名纳税人作为税收监督
员，在协调征纳关系的同时，不
断改进和提高自身工作水平。积

极开展有利于培养健康生活情
趣、高尚精神追求的文化活动。
发放廉政专题台历，定期发送廉
政短信，并统一安装了廉政屏
保。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做到制度约束和文化熏陶相
结合。举办“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报告会，用身边勤勉敬业的先进
典型人物事迹，教育、感染干部
职工奉献地税。

尽责至善，倡导务实之风
临清市地税局引导干部职

工树立艰苦奋斗思想，在实践
中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
事、求实效。针对“庸、懒、散”等
问题开展全员讨论，认真分析
查找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始终
坚持为纳税人办实事、办好事，
做到好事快办、急事急办、特事
特办。开展“擦亮窗口、服务纳
税人”和“集中服务企业发展”
活动。开展“百名税务人员进千
家”，深入个体工商户和企业，
面对面为纳税人落实税收优惠

政策，排忧解难，在干部职工中
树立起“人人都是地税窗口”意
识，在纳税人心目中树立务实、
高效良好形象。

开展以“学习雷锋好榜样、
传递青春正能量”为主题的学
雷锋系列活动，引导和组织干
部职工加入志愿者队伍，走上
街头协助交警疏导交通。深入
学校、敬老院、福利院等结对帮
扶。开展“双联共建”，为结对贫
困村党支部捐赠办公用品，为
贫困群众送去慰问金和生活用

品，并为贫困家庭制定帮扶计
划，提出致富建议，受到群众普
遍欢迎。

地税文化的繁荣发展给临
清地税带来新气象、新变化，税
收收入连年实现20%以上增幅，
2013年，荣获国家、省、市级各
项荣誉58项，并连续8年获临清
市行风政风评议第一名。在全
市文明创建经验交流会上做典
型发言。济宁、河北、河南等地
税部门慕名就文化建设前来开
展学习交流。

依托钞关现有遗存

建古代税收博物馆
钞关是明清漕运期间对过

往漕船征收关税的机构。明万
历年间，临清钞关税收居全国
八大钞关之首，因此得了“临清
码头甲天下”的称谓。

临清钞关，在鳌头矶南门
约300米处的大运河西岸。始建
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宣德十
年(1435年)，升为户部榷税分
司，占地4万多平方米。

发达的转贩贸易，促进了
临清关税额的增长。万历时期，
临清钞关税额由原来的四万两
陡增至八万多两。对于繁盛的
临清商贸，诚如时人所描述的

那样：“万货鳞集，列肆如去，浓
丽瑰琦，夺目熏心；诚繁华之
地，贸易之所，天下之都会也。”

临清钞关是我国古代税收
机构的唯一典型遗存，它的历
史地位和社会价值无可争辩。
有学者建议，可以依托钞关现
有遗存，申请国家相关主管部
门审批，面向全国搜集整理古
代税收、运河文化相关的遗存
文物，建一座中国古代税收博
物馆，并将其打造成我国税收
文化教育基地，成为研究我国
税收史、税务系统的文化教育
基地和培训中心。

20日，聊城地税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暨廉政风险防控平台
培训会在临清召开，重点对廉政风险防控平台优化升级进行了系
统培训。

专家构想

·运河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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