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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刘静波 阳国基）“税收
管理员已经电话沟通。政策解释得很清楚，态
度也很好。我们缓缴这个月的 5 万多块税
款，解决了燃眉之急。”在龙胜各族自治县税
务局对缓缴纳税费政策落实情况的回访中，龙
胜小飞木业财务反馈说。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龙胜税务局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与优化营商环境等具体工作紧密结合，主
动靠前，开展精准监督，助力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和便民服务措施落地生效。
　　近日，税务总局联合财政部出台《关于制
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2021 年四季度部分
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龙胜税务局迅速行

动，建立专项工作协调机制，确保延缓缴税政
策直达快享。与此同时，该局纪检、法制等部
门联合对“延缓缴税”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监督
检查。除了现场走访全县 2 个办税服务场
所、 3 个分局以外，纪检部门还采用电话回
访、实地调研的方式，联系沟通了 10 多户企
业，助力政策落实落地。
　　精准聚焦，全程跟进。今年以来，针对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等各项重点工作，龙胜税务
纪检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加强纪律作风专项整
治，狠抓各项工作任务的督查落实。“确保及
时了解掌握纳税人需求，从而不断改进税收服

务举措，满足纳税人需要。”该局相关负责
人说道。
　　为提升监督质效，更好服务纳税人，龙
胜税务纪检部门还主动对接纳税人缴费人，
收集企业需求信息。召开税企座谈会，倾听
企业心声，交流涉税收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
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深入企业走访调研，
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政策落实情况
以及税务人员在服务企业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有效解决企业需求。加强与党委政府、职
能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走访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征集意见建议。今年以来，共走
访企业 20 多户，督促整改问题 5 个。

　　本报讯（通讯员邓佳梅） 11 月 16 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数字乡村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在
恭城瑶族自治县召开，恭城瑶族自治县税务局
在龙虎乡党群服务中心设立的自助办税区作为
现场经验交流点，以经验交流材料、播放专题
片、现场讲解的方式，向参会代表们展示了自
助办税区的整体功能、办税流程及操作方法，
以数字赋能，点亮乡村振兴梦。
　　自助办税区的进驻，有效解决偏远地区纳税人
办税难的问题，为纳税服务到村做了成功探索，这
是广西税务唯一进驻乡镇党群服务中心的自助办税
区。该自助办税区集发票发售、发票代开、自助报
税缴税于一体，自主办税清单达 150 项，纳税人

可根据需求按照操作指引进入相应模块操作，几
分钟即可完成领票及报税等涉税事项，足不出乡
即可知晓、办理各项优惠政策及缴税操作，彻底
打通了自助办税的“最后一公里”。
　　恭城瑶族自治县税务局利用数字化分析模
式，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实行网上办、“一窗
式”受理、“一站式”服务，全面落实“最多跑一
次”清单，大幅减少纳税人办税成本，积极组织“零
距离”服务团队主动对接纳税人，发放税务便民服
务卡，进行精准税收政策推送讲解，精细辅导操作
要点，扎实双向信息交换互通，保证云上服务不断
线、双向交流不断档，助力农企数字化生产转型轻
装上阵。

龙胜税务：

精准监督助力为纳税人办实事
恭城税务：

推广自助办税经验助力乡村振兴

“乱巷”变身记：聆听街道背背后后的的声声音音
  桂林城区有 2000 多条背街小巷，它们蜿蜒曲折，像一卷磁带记录着城市变迁。但随着城市不

断发展，许多背街小巷在“新”与“旧”的融合迭代中隐没，只留下青苔与残垣，斑驳与脏乱，成

为了他人口中的“乱巷”“烂巷”“黑巷”，也成为了繁华城市背后的道道伤疤。

  今年 8 月以来，桂林市作为全国城市管理系统“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背街小巷环境

整治重点推进城市，市城管委高度重视，以展现桂林文化历史韵味、赋予小巷新活力为目标，切实

整治了 10 条群众反映强烈、市容环境卫生较差和设施配套落后的背街小巷。

  如今，随着整治工作不断推进，这些背街小巷在完成自己变身的同时，也使百姓喜笑颜开，让

城市焕发新的光彩。近日，记者走进桂林市这些地理位置不同却有着广泛代表性的背街小巷，深入

探访街巷景象的变迁。

□本报记者李思静

  “脏乱差”变身 “洁齐美”

改造为“民”展开

  阡陌小巷是城市的肌理，也是连通市民回家
的“最后一公里”。对大部分人来说，“回家”
本应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但过去，居住在象山
区桂林化工厂附近的居民可不这么觉得。原来，
在德天广场和化工厂宿舍之间有一条背街小巷，
这条路不仅没有排水、照明设施，还是一条有
0.2 米到 1.2 米落差的“阴阳路”。“这条路周
边有彰泰城、德天商住小区、化工厂宿舍区等居
民区，有近一万人在附近居住生活，这条路的问
题不仅是造成居民出行不便那么简单，还存在安
全隐患。”象山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道。
  改造化工厂路成了附近居民“急难愁盼”的
问题，而近几个月来，象山区的几个主管单位也
为解决好这事忙开了。据该负责人介绍，为了改
造好这条“阴阳路”，象山区政府筹措了 300
余万元资金，由区城管局担任业主单位，实施化
工厂路全面改造提升计划。
  现在，记者来到已经改建成型的化工厂路，
发现一切都变了样。这条长 400 多米、宽 24 米
的道路，有着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共区域也被绿
色所覆盖。如此一来，汽车开得放心，居民走得
舒心。
  从化工厂路走到主路上，向北直行，经上海
路，记者来到了天鹅巷。天鹅巷因原来附近有个
大水塘叫“天鹅塘”而得名，这是一条 500 米
长却只有 8 米宽的细窄巷子。我们的车子一路
顺畅地开了进去，巷子靠墙一侧规划了一片停车
区，电单车和菜贩子们的小三轮有序停放着。路
面十分干净，即使刚下过一阵雨，也仅是湿润，
未见坑洼积水，放在过去，这样的情形可不多
见。“过去道路基础设施陈旧，路面破损严重，
违法搭建、私设广告招牌、超门窗占道经营较
多，加之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严重堵塞交通之
外，还极大影响了市容。”谈起天鹅巷的整治，
象山区城管局的相关负责人看着眼前的景象也自
觉变化巨大。
  为了切实改善周边居民生活环境，象山区城
管局对该道路进行了包括重新铺路、在南溪山小
学门前石墩画上安全标识、拆除违法搭建及私设
广告招牌、施划非机动车停车位、美化破旧墙体
等措施的综合治理。现在，再走进天鹅巷，一片
敞亮。“改善居民出行环境是我们整治工作的首
要目标，下一步象山区城管局将继续以‘我为群
众办实事’为抓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着力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实效，
并结合桂林市历史和文化，将背街小巷的改造变
成对街区文化内涵的挖掘，通过完善基础设施、
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等方式，持续改造升级背街小
巷，为创城常态化增添新动力。”

  用历史作改造底色 在细节之

处添彩

  叠彩区叠彩山附近的八角塘一带，是桂林的
“老八景”之一。“八角塘始建于北宋绍圣四年
（ 1097 ），是桂林最早的人工园林，因风光秀
丽，曾令游客纷至沓来，流连忘返，是一个装载
了桂林城记忆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
八角塘还曾居住过林半觉、覃绍殷、郁钧剑等不
少桂林名人……”站在八角塘边，叠彩区城市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着八角塘的历史文化和昔日
风光，这也是他们和居民希望能早日重见的

景象。
  今天的八角塘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臭水池。
因为周边是一片由平房、老式居民楼和私人住宅
组成的居民区，由于建设年代久远、规划起点低
等历史原因，部分住户家中没有厕所，片区内也
没有完善的排污设施。又因为周边还有鸡舍、菜
地和旱厕，所以生活污水混着垃圾直接排入了八
角塘，严重破坏了环境。今年 8 月，叠彩区城
管、环卫、公安、叠办等相关部门和单位组织了
155 名工作人员联合开展对八角塘周边违法建
筑、垃圾杂物进行集中拆除和清理，共拆除违法
建筑 36 处 2000 多平方米，清理杂物、垃圾、
杂草、渣土 60 多吨。眼下，叠彩区城管局正在
组织人手对八角塘周边环境进行改造。“目前我
们规划了停车位 98 个，并沿塘边铺设彩虹步
道。下一步计划再投入 300 万元用于建造 2 座
公共厕所和栈道，并完善周边市政管网，彻底改
变八角塘脏、乱、差、臭的旧貌，还市民一个干
净、舒适的城市环境。”目前施工正在抓紧进
行，力争在本月底完成八角塘沿岸环境的提升
改造。
  “原来煤气管道什么的都在外面，乱糟糟的
既不美观也不安全，以后就好了。”看着正在砌
墙的工人师傅，秀峰区棠梓巷里一家小卖部老板
告诉记者小巷的变化。不过，变化最明显的还属
棠梓西巷。棠梓西巷东连棠梓巷，直抵湖光路，
西接榕荫路，全长约 100 米，是 500 多户居民
出行的必经之路。但过去路不平、灯不亮，给居
民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和不便。“以前巷
子里下雨天有积水、地面坑洼不平，生怕跌倒，
现在政府为我们改造了小巷，道路铺平了、破旧
的墙面重新粉刷了，晚上也亮堂了，出行方便多
了。”居民蔡阿姨看着改造了大半的棠梓西巷满
意地笑了。
  在改造中，秀峰区城市管理局不仅着力解决
困扰居民生活的难题，还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展
示城市记忆和时代变迁。如今，棠梓西巷正在进
化成一条具有历史韵味的“工匠小巷”。在古
代，“棠”和“梓”都与木制品有关。据史料记
载，旧时因修建古南门而在这一带汇聚了许多工
匠，这些工匠的后代也在这里世代生活，他们主
要生产装饰用的各种木雕、用于印刷的雕版，等
等。“国潮陈铺历史画卷 代代相传工匠精
神”——— 巷道两旁以“工匠文化”为主题的壁
画，让原本斑驳的小巷活了过来。哪怕是住在这
里数十年的老街坊，看到墙上展出的棠梓历史文
化也要驻足品味一番。据介绍，接下来，秀峰区
将继续按照“一街一主题、一巷一景观”的高标
准对辖区的背街小巷和老旧无物业小区进行改造
建设，用绣花功夫整治背街小巷环境。

小街巷环境大变身 文明从这儿延续

  小街巷是城市文明的基本单位，顺着修整一新的小
巷，文明的新风吹进了人们的心田。
  眼前这条有着双向四车道的道路，比起“七星路一
巷”这个名字，不少“老桂林”可能更喜欢叫它“狗肉
街”。“以前这条路非常窄，宽度在 2 — 4 米左右，两
边都是卖狗肉的餐馆，我们经常接到居民投诉说扰民，环
境也不好。”七星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谈及整治过
程，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劝说店主搬走，但是他们生
意很红火不明白为什么要搬，我们就和他们讲道理。”在
改造前，这条约 350 米长的小巷道路狭窄、路面破损、
路灯较少、道路排水设施也不足，更别提绿化带设置了。
附近的居民到了夜晚便不敢走这条巷子，脏乱的卫生死角
也让居民们感到难受。
  “我们从 2017 年开始整治这条小巷，从原来时刻守
着都是脏的，到现在不用刻意维护都基本不见垃圾。”该
负责人的话不假，如今，从漓江路一侧进入小巷，街道宽
敞明亮，一侧墙面上还有周边小学生参与创作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美术作品，悠然和谐的气息扑面而来。充
足的空间让交通出行也更加便捷安全。
  从七星路一巷出来，便进入了骖鸾路。如今，骖鸾路
西一巷也迎来了大变身，这条一路向上爬升的小巷，不仅
有了明显的公共提示、警示标识，还有了洁白的墙面，原
来破损的路面也重新铺了沥青。七星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小街巷整治也让居民们的文明意识更强了，大
家都自觉爱护改造一新的环境，哪怕垃圾从手中掉落，也
会捡起来丢进垃圾桶，主动维护街巷的整洁面貌。

余音袅袅：让城市更美丽动人

  小街巷虽小，却是离百姓最近的连心路；小街巷虽
窄，却是关乎市民日常出行的民生路。据了解，在市城管
委开展的“我为群众办实事” 10 条背街小巷整治工作
中，实事可谓做了一箩筐：清扫卫生死角垃圾 28 吨、新
装或改造市政照明路灯 36 盏、修复破损路面 36 处、排
水口堵塞疏通 39 处、超门槛经营现象整治 116 家、清理
小广告 285 处、整治飞线充电 63 处、非机动车划线 538
个、整治私搭乱建 528 平方米、绿化补植 254 平方米、
清理违章地锁 9个、破损墙面涂料美化 2280 平方米。
  “背街小巷整治工作是创城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
‘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的重要内容。背街小巷过去是
脏、乱、差、堵，经过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群众的共
同努力，我们的市容环境，尤其是背街小巷变得越来越干
净、整洁、漂亮。”桂林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段晓光说
道。桂林拥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背街小巷巩固提升
的过程中融入本地历史文化和特点，不仅是为群众办实
事，也把桂林的历史韵味和文化气息体现了出来，让城市
更美丽动人。
  一条条翻新变脸的背街小巷，美了城市，乐了群众。
在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征程中，重新打造这些具有
深厚文化底蕴的旧街巷，将使文化旅游成为除山水以外的
又一个亮点，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在桂林展开深度体验
游。段晓光接着说：“下一步，我们将把此次整治中一些
好的经验复制推广，把整治范围逐步扩大，力争使我们城
市的每一条背街小巷，都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漂亮的文化
标识、浓厚的历史气息，按照‘一街一主题、一巷一景
观’的高标准建设，赋予小巷文化新的活力，为在外的游
子留下美丽的乡愁。”

  在七
星路一巷，
附近学校的
学生参与创
作墙绘，和
谐的气息扑
面而来。
记者
李思静 摄

▲改造后的棠梓西巷。（秀峰区城市管理局供图）

▲改造前的棠梓西巷。（秀峰区城市管理局供图）

 ▲今天的天鹅巷南站市场前，“干净”“整齐”成了常态。 记者李思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