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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税务局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两
在两同”建新功行动和市委“三强三
促”主题活动部署，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要求，扎实开展“五心
工程”，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在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中再开新
局，在推动新发展阶段无锡税收现代
化新征程中再立新功。

实施政治能力“强心”工程。市
税务部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要求，
深化落实市委和省税务局党委关于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的相关
部署，推动全系统政治能力建设“1+
3”体系落地见效，即以《关于加强全
市税务系统领导班子政治能力建设
的实施意见》为主轴，配套《关于新发

展阶段加强市、县两级派出机构基层
建设的若干措施》《县以下税务局派
出机构议事决策规则》《基层单位政
治能力建设考核办法》等规定，引导
全体党员干部在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办好惠民利民实
事中不断强化税务部门的政治机关
意识和政治能力建设，为争做全省税
收现代化建设和全市高质量发展排
头兵赋能添力。

实施便民办税“舒心”工程。“不
仅可以和税务人员在线沟通上市股
改等专业性政策问题，还能通过电子
税务局和‘江苏税务’App轻松办税，
比如领用发票，在线申领、快递上门，
就像网购一样方便。”提到税务部门
近年来大力推行的“非接触式”税费
服务，江南奕帆财务负责人唐颖彦由
衷点赞。作为办税缴费便利化改革

的重要内容，市
税务部门持续优
化升级网上、移
动、电话、邮递和
自助办税“五位
一体”非接触式
服务，推动纳税
服务线上线下整
合、前台后台贯
通、多渠道智能
化互动，基本实
现企业涉税业务

“网上办”，“非接
触式”业务办理
量达 95%以上。

发票邮递配送、“套餐式”服务、容缺
受理、无纸化办税、免填单办理、“阿
福税通”征纳互动平台等创新服务产
品的相继推出也进一步提升了办税
缴费的便利度和获得感。无锡连续
两年在全省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中排
名第一。

实施网格建设“润心”工程。积
极创新“红网格+税格”的管理服务新
模式，下沉力量、下放权限、下移资
源，通过组织开展党员先锋岗创建、
争当服务群众标兵、党员承诺践诺等
活动，引领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推动税务部门与社会治理“网格
化”之间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党员共
管、事务共商、难题共解、发展共促，
深化精诚共治。在宜兴，税务部门充
分发挥“网格员”综合治税的“前哨”
作用，既及时摸排收集和回应解决群
众反映的涉税热点难点问题，又将最
新涉税政策服务和提示提醒传递到
每一个纳税人缴费人。在当地“一盔
一带”电动车专项整治中，通过“网格
员”的逐户辅导，在解决“持票上牌”
难题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规范管理，
有效助力打通管理服务的“最后一厘
米”。

实施党建联盟“齐心”工程。让
无锡市万信液压件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健法没想到的是，凭借着连续三年
的A级纳税信用，50万的信用贷款很
快获批到账，为企业应对疫情影响、
持续经营注入了资金活水。“税银互
动”解企业融资难题只是多样化联盟

服务的一个缩影。市税务部门积极
深化拓展市、县、支部三级“吴韵先
锋”党建联盟群，聚焦减税降费、复工
复产、深化改革等主题联合办实事、
解难题，统筹两种资源，发挥两个优
势，凝聚各方合力，有效提升了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
果。

实施志愿服务“贴心”工程。打
造全省首个行业性志愿服务品牌“阿
福税援”，已招募2000余名志愿者，
为纳税人提供无偿性、公益性、专业
性税收宣传、税务咨询、协助办税等
专项志愿服务197场，累计服务6万
多人次。特别是面对7月以来国内出
现的多点散发疫情，市税务局200余
名党员志愿者迅速集结，下沉社区、
火车站、高速路口等防疫第一线，共
同守护锡城安全。8月12日，一箱箱
贴着“扬州加油”“海上明月共潮生”
等祝福语的志愿捐献防疫物资从市
税务局驰援扬州，携手共筑抗击疫情
的坚固防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朱凯、曹又丹）

无锡税务:
“五心工程”推动“两在两同”走深走实

不环保的“环保公司”
8月27日，记者随督察组来到位

于遂宁市船山区老池镇的遂宁新景
源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还未进
入污泥堆放棚，空气中就飘来阵阵恶
臭。一路上，记者看到锈迹斑驳的指
示牌上写着“蚯蚓粪20％肥效实验
田”等字样。

在污泥处理区，公司方介绍，污
泥正通过生物技术进行“无害化处
理”，“这些污泥混合农作物秸秆、畜
禽粪便等固体有机废弃物，再经过工
艺处理就能养殖蚯蚓，蚯蚓吃下有害
的污泥后，产出的粪便就是有机肥。”

听罢，督察人员俯身随手抓起一
把乌黑的污泥捏了捏，问：“这污泥含
水量这么高，能养蚯蚓？”

公司员工挖了半天，连一只蚯蚓
也没见着，只得放下锄头，讪笑起来。

原来，湿度过高的污泥会使蚯蚓
“无法呼吸”，导致无法存活。“稀泥养不
活蚯蚓，必须通过技术降低污泥含水

量，才能养蚯蚓。”督察组成员告诉记者。
记者从督察组获悉，该公司自

2014年以来先后从四川遂宁、广安、
南充、内江等地的42家污水处理厂
接收污泥22.33万吨，并将10.51万
吨污泥直接倾倒或填埋于其租用土
地内。

督察发现，该公司共租用687.9亩
土地，受污染面积193.9亩，其中基本
农田115.4亩。不仅如此，该公司还违
规接收2.74万吨工业污泥，违法接收
300吨天然气脱硫石膏，从而形成510
吨危险废物，涉嫌环境污染犯罪。

现场采样监测显示，污泥堆放场
地内2个坑塘污水化学需氧量浓度分
别超地表水Ⅲ类标准 27.3 倍、20.4
倍；氨氮浓度分别超地表水Ⅲ类标准
122倍、83.8倍；周边地块土壤中铜、
锌含量超标，周边环境受到污染。专
家告诉记者，土壤自净能力有限，被
某些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可能需要漫
长时间恢复。

群众投诉14次未果
记者从督察组了解到，调查早

期，他们关注到四川多个城市的大量
污泥都被转移到这家公司，便产生了
疑问：“这家公司竟然能处理这么大
规模的污泥？”

带着疑问，督察组到达现场进行
调查，正遇到该企业转移被直接填埋
的污泥。原来，公司自知违法，听到

“风声”后赶紧转移证据，但由于填埋
量实在太大，被抓了个现行。

记者在当地采访了解到，这家公
司向土地里倾倒污泥的违法行为，已
是公开的秘密。

督察组调查发现，该公司先后被
群众投诉14次，多次经历有关部门
的调查都“有惊无险”：

2019年7月，船山区老池镇政府分
别致函船山区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
请求调查处理该企业违法问题未果。

2020年11月，四川省省级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进驻遂宁市期间，群众
再次投诉该公司非法倾倒填埋污泥
问题，船山区回复称群众反映问题不
属实；遂宁市未经认真核实原样转报
调查结论，问题依然未解决。

2021年6月，生态环境部发现该
公司非法倾倒填埋污泥问题后，船山
区“病急乱投医”，招标确定的第三方
污泥处置单位没有实际处置能力，违
规将12车约360吨污泥运往省外处
置，被接收地监管部门及时发现予以
退回。

……
记者了解到，截至督察时，仍有8

万多吨违法倾倒填埋的污泥尚未得
到安全处置，环境风险依然突出。

“污泥围城”何去何从
专家告诉记者，我国污泥产量逐

年递增，污泥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处理技术难度高，而具备这样技术的
企业又少，目前全国各地“重水轻泥”
的现象突出，导致“污泥围城”现象日
渐严峻。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擅自倾
倒、堆放、丢弃、遗撒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泥。禁
止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
量超标的污泥进入农用地。

现实情况却是，污泥卫生填埋空
间越来越小，过去还能送去垃圾填埋
场填埋，如今许多垃圾填埋场都已

“闭库”，不断产生的污泥缺少去处；
另一方面，即便通过工艺技术转化为
化肥，也只能用于城市园林绿化，干
化焚烧成本又高，因此无法消纳不断
产生的大量污泥。

目前，对污泥的处置依然是生态
环境治理领域里的一道难题。

专家告诉记者，处理污泥关键在
于降低含水率，如果把含水率降下
来，可用性与可处理性就会上升，同时
污泥量也会下降。比如转化为1吨

“干泥”，80％的湿泥需要5吨，但如果
含水率降到40％，就只需要2.5吨。

“进一步降低含水率需要更高的
设备和工艺要求，这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专家表示，当前离污泥无害化、
减量化、资源化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污泥何去何从，还有赖全社会各责任
主体共同研究和努力。 （新华）

职能部门不作为酿成严重后果

四川遂宁“环保公司”污染百余亩农田
假借“土壤改良”名义，四川省遂

宁市船山区一家冠名“环保科技”的
公司，7年来倾倒或填埋10.51万吨
污泥，污染193.9亩土地，其中基本农
田115.4亩。群众先后投诉14次，问
题仍未解决。

连日来，记者随中央第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实地采访，揭开这起案
例背后隐藏的违法与失职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