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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国家税务志》在“十五”计划的号角声中与大家见面

了，这是锡盟税收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20世纪90年代是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10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税收体制历

经改革，不断完善，税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了宏观调控

作用，锡盟税务系统(国税系统)在上级税务(国税)机关和锡盟地方

党政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税制改革的一

系列重要决策精神，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全力推进，，依法治税，，，不断

深化征管改革，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建设，建立并完善了文明服务、政

务公开、廉洁办税等一系列征管举措，实施了目标化管理和行政执法

责任追究制度，使税收环境不断改善，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工商税收

连年大幅度增长，2000年度，锡盟国税系统完成税收入库2．8亿元，

是1990年锡盟税收完成入库数的3倍。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一年一

个台阶，到2000年，锡盟国税系统13个局机关全部进入盟级以上文

明单位行列，并且实现了全盟第一个建成，，文明行业，，的奋斗目标。两

个文明建设硕果累累，锡盟税收事业的发展令人欢欣鼓舞。20世纪

90年代的税收工作是锡盟税收史上光辉的一页，促进了锡盟的经济

发展，为开创锡盟税收工作新的历史进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盛世修志”。在世纪之交，锡盟国家税务局组织力量，继《锡林郭

勒盟税务志》之后编纂《锡林郭勒盟国家税务志》，编纂人员以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以“三讲”教育为动力，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坚持“纪实存真、叙而不论”的原则，在锡盟国家税务局机关各科

室、各旗县市国家税务局和有关部门大力配合下，编纂人员走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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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博闻广录，翻阅了几千万言的税收资料，满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

的工作热情进行反复鉴别、考证、筛选，运用翔实、准确的税收史料，

通过朴实、严谨、科学的语言秉笔直书，反复修改，三审其稿，实事求

是地记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锡盟的国税工作。为锡

盟今后的税收工作提供了一部实用性的税收科研文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锡林郭勒盟国家税务志》的编纂成功，

是当代人和后人了解锡盟税务工作的一本难得的参考资料，对锡盟

的国税工作无疑会起到“承前起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认真总结前10

年的税收工作经验，认真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中

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面对着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税收事业，在

上级国税机关和锡盟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推动税

收事业的快速发展，为锡盟的经济腾飞做出更大贡献。

锡盟国家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英

二OO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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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本志为锡林郭勒盟税务局于1992年编印《锡林郭勒盟税务志》之后，由

锡林郭勒盟国家税务局续编的锡盟地区税务专业志，其中，税务机构分设后的国

税工作占主要内容。

二、本志坚持实事求是，保证真实性和质量的可靠性，既能“存史、资治、教

化"，又要达到实效性较长的原则。

三、本志按志书的基本要求，以事物发展状况，采用章、节、目安排次序，沿

期叙述。

四、本志从1991年开始记叙，但有的章、节为阐明税务工作的变化和发展，

内容追溯远些。下限至2000年12月。

五、本志使用简化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用语体文记叙，以“记"为经，以“志”

为主，图、表随文，穿插志中。

六、本志对地区及部门名称的称谓，直书全称，但有的篇目在开篇书用全称

的基础上宜用简称(“锡林郭勒盟"简称为“锡盟"、“国家税务局’’简称为“国税

局’’)。

七、本志有的“节”中为补充说明内容，配有必要的图表，但未在“目录”中标

明，仅供随其“节"内容查阅。

八、本志开篇前包括编写(审)机构、序、凡例、概述、图片、目录、大事记。主

篇为十二章(六十六节)，主要叙述了锡林郭勒盟地区自1991年至2000年各项

税务工作的变化与发展。为给读者查阅有关资料提供方便，在主篇之后设有“附

录”。尾篇为编后记。

‘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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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税务机构1991年称谓税务处，1992年更名为税务局。于1994

年8月分设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分设后的锡林郭勒盟国家税务局下设

旗、县、市国家税务局11个，盟直征收分局2个，负责全盟9400余户国有、集体、

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税收征管工作。

锡盟国税系统自机构分设以来，在中共十四届五、六中全会和十五大精神指

引下，在上级国税部门和地方党政的正确领导、支持下，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贯

彻新时期治税思想为动力，以抓征管改革为突破口，以加强队伍建设为重点，经

过700余名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使各项工作均有新的突破和进展。

在组织收入工作中，一是进行了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新税制；二是建立健全

保障机制，充分调动积极性；三是严格执行税收政策，加大执法力度；四是加强稽

查检查，堵塞征管漏洞；五是建立清欠工作机制，有效控制欠税面；六是推进税收

管理电子化进程，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七是加强征管基础建设，强化税源管理；

八是广泛开展税收宣传活动，提高全民依法纳税意识。由于工作及时，措施得力，

真抓实干，取得了连年超额完成税收任务的好成绩。自1994年至2000年，全盟

国税系统工商税收累计组织入库160，717万元，累计超收13，957万元。从2000

年全盟国税系统工商税收完成情况看，累计入库28，291万元，比税务机构分设

前的1993年全盟工商税收完成18，868万元，增收9，423万元；比1991年全盟

工商税收完成14，980万元，增收13，311万元。

在征管改革工作中，锡盟国税系统为落实国家税务总局的部署，按照自治区

国家税务局的要求，经过努力，建立起了符合锡盟实际的税收征管模式，取得了

改革新成果。从“征、管、查’’三分离到“管、查、控”监控机制进而发展到“管理服

务、征收监控、税务稽查、复议应诉"，为推行总局提出的“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

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征管模式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牧区国税工作的征管改革为向全国统一的征管新模式过渡、接轨，建立了“五

统二征二查’’的征管办法，为全区牧区国税征管改革提供了经验，新的征管模式

对强化征管、方便纳税人、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加强廉政建设、降低税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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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锡盟各级国税部f-I自机构分设之初即将精神文明

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把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

中去认识，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保证了各项改革和各项任务

的完成。一是先后开展了“争先创优”、“文明办税、优化服务’’活动，“五讲四美’’、

“三热爱一树立”活动，争创“文明国税局’’、“文明科室”、“文明税务所”、“最佳办

税服务厅”、“青年文明号"活动，形成了领导重视、群众参与的机制。截止1999年

底，全盟国税系统13个局机关(包括盟局)全部进入盟级文明单位行列和机关档

案管理工作自治区特级单位行列。二是连续四年开展了“税收征管能手和稽查能

手"竞赛活动，其中有57名税干被评为盟级征管能手，有5名被评为区级征管能

手。三是开展了为纳税人服务承诺活动和推行了公开办税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改善了国税部门的社会形象。四是健全了机关各项工作制度，加强了自身建

设，并完善和强化了目标管理。层层制定目标，每个单位、个人都在目标管理制度

约束之中，上级目标与下级目标挂钩，工作质量与激励措施挂钩，带来了压力，也

产生了动力，使税务干部队伍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通过目标管理考核，12个旗县

(市)局(分局)从94年的三个优秀单位到1999年全部晋级为优秀单位。五是不

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全盟各级国税部门寓教于乐，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

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积极组织职工开展各种文体活动，

活跃了政治和组织生活，陶冶了税干的思想情操，增强了凝聚力，鼓舞了士气。

在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中，锡盟各级国税部门正确处理治税与治队的关系，收

好税，带好队，队伍建设取得了新成绩。一是重点抓了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改进领

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自税务机构分设以来，锡盟国税局党组经过多次

严格考核和竞选，把一批年轻干部调整、充实到领导岗位，并经常开展谈心活动，

从而增强了战斗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各级领导班子认真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认真学习和掌握新税制理论和有关法规政策，

从而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进而掌握驾驭国税工作的主动权，履

行国税职责。二是认真学习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了“三讲”教育，

从而提高了领导干部和国税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三是强化行风。把行风和廉

政建设始终作为治队育人的一项课题，实施有效的教育与自律相结合，管理与考

核相配套，内外制约监督同步上，不断提高税务干部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和免疫

力。四是坚持用崇高的思想教育人，用高尚的情操感化人，用正确的方法引导人，

用典型事例启发人，并根据税收工作的需要和时间、任务的不同，有计划、有组

织、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开展各项学习和培训教育，从而提高了干部的整体素质，



概述

推进了两个文明建设。

成绩的取得乃至今后的工作，全离不开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

更离不开纳税人的配合和奉献，在此，全盟国税干部表示衷心地感谢!

忆往昔硕果累累，望未来更为灿烂。虽感任重而道远，但锡盟国税系统的广

大税务干部有百倍的信心和勇气，跃马再扬鞭，以团结、拼搏、务实、创新、廉洁奉

公的崭新风貌，奋力进取，再创新绩，更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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