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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国将铁道工程建设监

理工程师业务培训证书（证号：铁

路监业考字第2010034431）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挂 失
声 明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部署
了2024年经济工作。“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要谋划新一轮财
税体制改革”等重要部署如何贯彻落实？国家税务
总局有关负责人近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以精准高效的结构性减税降费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
费政策”。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表示，新
的一年，税务部门将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重点聚焦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落实好结构
性减税降费政策，增强政策精准性和针对性，支持企
业增加研发投入，引导各类要素资源投向实体经济。
　　在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王世宇看来，企业是
技术创新的主体，真金白银的减税降费红利对企业
创新发展的支持显而易见。下一步，税务部门将认
真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畅通“政策红
利引导—研发投入增加—产品质量提升—企业效益
增加”的链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具体而言，一是要持续加大支持科技研发税费
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坚持把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比例提高至100%的政策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
增强科技研发税收优惠的确定性；二是要持续激发
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以税费优惠政
策引导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逐步形成覆盖企业成
长和创新全生命周期的税费政策支持体系；三是要
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探索丰富针对
研发成果收益的税费优惠政策，鼓励产学研深度融
合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
　　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的领域之一是制
造业。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谢文表示，将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科学谋划、精

准施策。一方面，要扛牢税费优惠政策落实主责，持
续优化“政策找人”工作机制，加强宣传辅导，并积极
帮助制造业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
级。另一方面，要强化风险防范，健全完善七部门常
态化联合打击虚开骗税工作机制，狠打骗享行为，

“双管齐下”确保面向制造业企业的政策红利精准直
达快享。

胸怀“国之大者”加力推进税费制度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
制改革”。戴诗友表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
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
久安的制度保障，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他表示，税务部门近年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狠抓各项税制改革举措落地，更好
发挥了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
作用。
　　“我们所有的税费制度改革都务必锚定中国式
现代化，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来谋划推进。
通过改革来建立现代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进一
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
财政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戴诗友强调。
　　2024年，税务部门将持续推动健全完善绿色税
制体系，持续完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不
断加强税收多边合作平台建设，进一步优化“税路
通”跨境服务品牌。“税务部门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持续献策献力，积极贡献更多税务力量。”戴诗友说。

更深层次推动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实现新突破

　　贯彻落实好“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税

务部门必须继续深化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司长练奇峰介绍，
税务部门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
造，不断完善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
治，加快建设智慧税务，初步构建起优化高效统一的
税费征管体系，实现征纳成本明显降低、征管效能显
著提升。
　　练奇峰说：“2024年，将持续发力，安排实施深化
税收征管改革提升行动，集成推进技术、业务、组织
变革，推动税收征管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场景化跨
越升级。”
　　税收征管效能的提升，离不开一流税收营商环
境的保障。
　　“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推动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税收营商环境建设。2023年，结合深入开展
主题教育，我们聚焦广大经营主体需求，对标国际先
进水平，围绕优惠政策享受、便捷办税缴费、税收执
法监管等综合施策，纳税人满意度持续上升、税法遵
从度不断提高。”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沈新国
表示。
　　沈新国介绍，2024年，税务部门将继续践行为民
服务宗旨意识，把“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提升税务
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创新服务举措，畅通办
理环节，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深入践行“四下基
层”，切实回应好纳税人缴费人具体问题和“关键小
事”；更好推动“政策找人”精准推送；完善税费服务
诉求解决机制；持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联合
全国工商联继续深化“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以优化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发展环境为
重点，推出系列服务措施。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谈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新华社记者 韩佳诺 申铖

　　“十四冬”马上就要来了！9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冰
壶（青年组）比赛在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内蒙
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正式开赛。
　　记者在呼伦贝尔市采访了三
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冷是真冷，热
情也是真热情！
　　呼伦贝尔市面积广阔，超过25
万平方公里，各旗县区的气温差距
也很大。但总的来说，这里的冬季
最大特点就是冷！以“十四冬”冰
上项目举办地海拉尔区为例，预计
11日的最低气温“只有”零下33摄
氏度，20日会降到零下40摄氏度。
　　记者8日抵达海拉尔区，尽管
晴空万里，但皑皑白雪随处可见，
据说入冬以来已经下了近20场雪。
为应对低温，羽绒服要穿“极寒”级
别的，以前派不上用场的羽绒裤成
了日常必备，厚底雪地靴也要安排
起来，帽子、手套、围巾一个都不能
少。据当地人介绍，有车一族一定
要购买车库，因为冬天车如果不入
库，第二天很可能都打不着火。
　　在这片记者从未体验过的寒
冷之地，更能体会到的是纯真质
朴、如火的热情。出发前两天，赛
事执委会就有专人对接接机、住宿
安排以及就餐事宜。在记者入住
的鄂温克宾馆，9日晚餐之际，还有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草原
歌曲、民族舞蹈、马头琴演奏等节目，让就餐的技术官员和媒体
记者有种“参加喜宴”的感觉。
　　在“十四冬”特许商品经营店，销售人员热情地介绍着“十
四冬”周边产品，尤其是民俗类的，“海拉尔的羊肉特别好吃，这
个铜锅涮的徽章很畅销”“这是桦树皮制作的笔，是呼伦贝尔特
色”“马鞍寓意平平安安”。在他们的话语中，不仅能感受到他
们身为内蒙古人、身为呼伦贝尔人的自豪感，更能感受到他们
想让外地游客发现家乡美好之处的急切心情。
　　“这么大的赛事确实没办过，但是我们确实想办好。”一位
当地干部说，之前考虑了各种突发状况，但到了真正比赛的时
候，可能还会出现新问题，“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协调解决，也欢
迎媒体记者提要求，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2月17日，龙年正月初八，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将在
内蒙古正式拉开帷幕。尽管届时立春已过，但内蒙古的冬天还
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海拉尔、扎兰屯、凉城这三个赛区将共同
奏响一曲“冰与火”之歌，让每一位因“十四冬”与内蒙古结缘的
人，体验冰天雪地，感受如火热情。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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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樊曦）记者10
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铁路建设不断
推进，我国铁路网越织越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主通道已建成约80%，普速铁路网不断完善。
　　在10日召开的全国铁路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
国家铁路局总工程师田军告诉记者，当前，铁路路网
建设正由以路网干线建设为主向联网补网强链转
变。“在加强出疆入藏、沿江沿边沿海等干线铁路建
设的同时，多层次轨道交通互联互通需求日益凸显，

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铁路专用线等区域性铁路
和现代化物流枢纽建设方兴未艾，正逐步成为铁路
建设的主战场。”
　　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5.9万公里，其中高铁达到4.5万公里。
　　在技术创新方面，田军表示，铁路技术创新正由
总体技术领先向全面自主领先转变。经过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我国铁路总体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
领先，加快基础研究和前沿引领技术突破，实现全面

自主可控成为当前着力推进的重点。
　　与此同时，铁路运输服务正由“走得了”“运得
出”向“走得好”“运得畅”转变。我国铁路客运周转
量、货物发送量、货运周转量以及运输密度均居世界
首位；复兴号实现对31个省份全覆盖；客运服务市场
化、便利化、信息化加速推进，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
铁路互联网售票系统；货运产品供给不断优化，重载
运输、快运货物班列、集装箱、冷链运输、高铁快运全
面发展，实现运输服务品质全面跃升。

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已建成约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