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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党建工作和扶贫攻坚拧成“一股绳”、铸成“一块钢”，
在扶贫攻坚实践中锻炼干部，在实干中发挥党员的先锋引领作
用，今年以来，洮南市洮府乡党委立足实际，抓住关键环节，谱
写“三部曲”，推行全体党员高起点承诺、高规格亮诺、高标准践
诺，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动作用，形成“党员带头、干
部带动、群众参与”的扶贫模式。

亮身份：“共产党员户”挂门牌
今年2月以来，为了让全乡的农村党员明权明责，创先争优，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洮府乡党委推出了“共产党员户挂门牌”活
动，号召10个行政村326户党员门前挂上统一印制的“共产党员
户”门牌，让农村党员把党员身份亮出来，把先锋形象树起来。

挂上“共产党员户”门牌，对共产党员来说既是一种光荣，
也是一种鞭策和监督，广大农村党员倍感珍惜。挂上“共产党员
户”门牌后，村中党员有了一种荣誉感，更有了一种责任感，纷
纷以身作则，从自家做起，带动大家尊老爱幼，发家致富，积极
加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

做承诺：签署“承诺书”
扶贫攻坚工作起始，为了让党员干部深知责任之重、任务之艰

巨，洮府乡党委班子成员带领全乡党员领导干部在《脱贫责任书》上
认真签署上姓名，明确自己作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责任书，是一个党员的标准和许诺，是服务群众、服务村庄
的一面镜子。洮府乡通过开展签订党员扶贫责任书活动，进一步
夯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导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提升境界标准和素质能力，把标尺立起来，把底线划出来，为全
体党员践行诺言奠定坚实的基础。

深调研：开展“进村入户大走访”
为及时掌握村情民意，密切联系群众，洮府乡党委集中开展

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大走访”活动，鼓励广大党员干部“沉下
身”“接地气”，了解广大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求，真正做到工作在
基层开展、问题在基层发现、矛盾在基层化解、形象在基层树立。

通过定期组织党员干部入户走访活动，引导党员干部要带着
感情进村、带着责任入户，逐户了解村中环境卫生整治情况、移
风易俗情况、对扶贫工作以及村庄发展的意见与建议等，为下一
步农村工作的展开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意见。活动开展以来，洮
府乡机关干部纷纷进村入户听心声、沉下身子办实事，通过“零
距离”交谈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截至目前，累计入户
1532次。

在“三部曲”的感召下，广大党员牢记争做发展致富的带头
人、文明乡风的倡导人、困难群众的贴心人，在调节邻里纠纷、
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环境卫生整治、维护社会治安、创建文明
农村等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力争成为为民服务、推动村庄
发展的一面旗帜。 （鞠淑萍 本报记者 汪伦）

近日，白城师范学院举行了园丁北
园落成暨教师誓言碑揭幕仪式。

“立志教育事业敬师爱生、笃信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践行传道授业解惑相
长、追求自由公正幸福崇高”，伴着数
十名年轻教师铿锵的誓言，白城师范学
院新入职教师宣誓圆满完成。

白城师范学院是我省西部地区唯一
一所省属综合性本科高等院校，为“全
国文明单位”。据了解，园丁北园坐落
在白城师范学院园丁广场西北侧，由师
说碑、教师誓言碑和爱·责任·荣誉碑三
部分构成，与以文化墙为核心的园丁南
园遥相呼应、相得益彰。矗立其前，用
心瞻仰，我们仿佛在重温先哲们“为人
师表诲人不倦”的经典语录，仿佛在聆
听圣贤们“养乾坤之正气，育天下之英
才”的豪言壮语。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园丁北园
的落成，既是对白城师范学院六十载风
雨的见证，也是对全校师生的期寄；既
是学校党委、行政尊师重教的充分体
现，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大硕果。本
次活动旨在以此为契机，激励全体师生
在学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
为实现创建应用型综合性大学的奋斗目
标贡献力量！

我们期待着，白城师范学院这所镶
嵌在八百里瀚海中的明珠，以其精湛的
学术及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底蕴，促进白
城的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薄秀芳）

乌兰图嘎村村民舞蹈队的演员们在表演风格独特的蒙古族安代舞乌兰图嘎村村民舞蹈队的演员们在表演风格独特的蒙古族安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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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
设，近年来，洮北区司法局围绕“三
张清单”创新工作载体、狠抓工作落
实，力促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迈上新
台阶。

强化交流，创建“学习清单”。他
们对全区司法所进行深入排查摸
底，定期召开工作交流座谈会，加
强各司法所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为司法所建

设和业务开展提供新思路、新方
法。

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清
单”。他们制定责任分工制度，协
调所在乡镇、街道等各相关部门共

同推进创建工作，深化研究创建工
作重点难点和时间任务，针对业务
用房、人员配置等问题，积极与相
关单位进行沟通、推进。

攻坚克难，狠抓“问题清单”。
他们每月、每季度定期到司法所开
展业务检查和指导，逐一列出“问题
清单”，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确
保问题发现一个、解决一个。

（张旖 本报记者 汪伦）

洮北区司法局

“三张清单”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白城市马头琴艺术培训中心的演员们合唱白城市马头琴艺术培训中心的演员们合唱《《鸿雁鸿雁》。》。 白城市马头琴艺术培训中心的演员表演歌伴舞《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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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企业所得税管理工作，
提高企业所得税征管水平，今年以
来，大安市国税局坚持以预警评估
系统为平台，强化企业所得税数据
分析应用，深入开展企业所得税风
险分析，积极开展具有特色的企业
所得税税收风险管理工作。

——企业所得税强化风险识
别。在原先税收风险监控指标体系
的基础上，结合日常积累的管理经
验，确定相关企业所得税税收风险
监控指标，涵盖企业生产经营、纳
税申报、日常征管各方面，进一步
提高了风险识别质量。

——全面梳理企业所得税管理
风险。统筹安排税收征管所得税专项
分析、所得税汇算清缴检查、所得税
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检查等工作，
将各项工作掌握的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比对，多角度、分层次分析评价所
得税纳税人纳税申报风险，并根据日
常掌握的实际情况，逐项、逐环节深
入查找存在的风险点。

——强化数据应用。采用数据
统计原理，构造统计样本，运用成
熟统计模型结合系统前后台导出的
有用数据，科学测算相关指标值，
拓宽数据应用，将其与纳税人实际
申报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再参照税
务稽查、涉税第三方信息，测算风
险发生概率和发生数额，提高风险
应对准确率。

——分级应对风险。采取分层
风险应对策略，对于风险较大的纳
税人，实施税务稽查、专项纳税评
估；对于风险程度适中的纳税人，
实施纳税评估；对于风险等级低的
纳税人采取提醒提示、宣传辅导等
措施加以应对。

——完善沟通机制。畅通税企联
系渠道，通过不定期下企业调研等形
式与企业开展互动；在完善现有部门
信息交换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外
部涉税信息的来源渠道，充分利用第
三方数据，全面排查所得税风险，把
握所得税风险管理脉搏。（刘忠月）

大安市国税局

多举措加强企业所得税风险管理

热点追踪热点追踪

蒙古村寨歌声起蒙古村寨歌声起 敖包节里歌盛世敖包节里歌盛世
——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乌兰图嘎村首届敖包文化节侧记

□本报记者 田师齐 李彤君/文 刘冠男/摄

6月7日，一曲《为乌兰村喝彩》拉开了洮北区德顺蒙古族
乡乌兰图嘎村首届敖包文化节的序幕。

6月的乌兰图嘎村绿意正浓，寻着林荫路进到村子里，
车声、人声和乐曲声汇成了草原的交响曲。一座由一块块巨
石垒砌成的高大的敖包矗立在村子中央，彩旗迎风、哈达飘
逸，将敖包衬托得神圣而庄重。

文化节以祈福开场，村民们为参加活动的嘉宾和观众献
上了代表天空的蓝色哈达，随后人们围着敖包按顺时针方向
绕行3圈，边走边洒酒水和鲜奶，将五谷杂粮抛向高高的敖包，
祈祷风调雨顺，祈福吉祥安康。

来自白城市马头琴艺术培训中心、洮南市勒勒车艺术团
及乌兰图嘎村的村民舞蹈队的演员们正载歌载舞，欢庆这个
全村最大的喜事。16个精彩的文艺节目相继上演。马头琴合
奏《嘎达梅林》《蒙古骏马》等蒙古族经典曲目悠长婉转；
歌伴舞《天边》呈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首《呼伦贝
尔大草原》更是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文艺演出在乌兰
图嘎村舞蹈队带来的热情洋溢的安代舞中落下帷幕。舞蹈队

队长吴秀云告诉记者：“舞蹈队全部成员都是乌兰图嘎村村
民，而且全部是蒙古族。安代舞是蒙古族文化的活化石，我
们在农闲时排练安代舞，既锻炼了身体，又传播了民族文
化。”

而能有这样的盛会，对于贫困村乌兰图嘎来说，得益于
精准扶贫带来的改变。乌兰图嘎汉译为红旗，该村有一个自
然屯，耕地面积200公顷，林地面积53公顷，以种植业、养
殖业为主，是蒙古族聚居的村落。蒙古族占村人口的99%，
全村348人、82户农户。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的7户，贫困人
口14人，三分之一为老弱病残无劳动能力者。扶贫工作中，
在帮扶单位白城市人大办公室、吉林银行白城分行、洮北区
审计局的大力帮扶下，由“输血”变为“造血”，乌兰图嘎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乌兰
图嘎村更注重蒙古族文化元素，突出蒙古族文化特色，凸显
特色村寨内涵。

颇具蒙古族特色的文艺节目让人目不暇接，充分展示了
蒙古族的热情奔放。村党支部书记王胜激动地说：“今天是

我们乌兰图嘎村首届敖包文化节，敖包对于我们蒙古族村文
化的传承有深远的影响，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欢迎更
多的人来我们这里做客。”

白城市马头琴艺术培训中心的28名学员，在校长何金荣
的带领下参加了演出，不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公益。白城
市教育学院的包长明老师是蒙古族，也是培训中心的学员，
演出间隙，他对记者说：“参加这次乌兰图嘎村首届敖包文
化节，我非常激动，作为蒙古族人，有敖包能记住乡愁，有
敖包就有马背、长调、诗和远方。这是一次公益演出，是热
爱蒙古族文化人们的一次盛会。”

在精准扶贫工作的同时，乌兰图嘎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在市人大办公室领导的带领下，村干部前往内蒙古兴
安盟的科右前旗、松原市的前郭县学习考察美丽乡村建设的
做法和经验，确定了“蔚蓝的天空，洁白的村落，悠扬的长
调，飘香的奶茶”的特色文化主题，遵循“科学布局、尊重
历史、注重文化、突出特色”的原则，重点规划了村屯道
路、庭院围墙、绿化亮化等。在规定总体框架内为乌兰图嘎

村设计具有蒙古族文化元素的围墙、蒙古族文化展室、文化
长廊、餐饮文化中心等，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市人大办公室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响应党的号召，为贫
困农民群众奉献一片爱心，伸出援手，为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助一臂之力，先后有4位企业家参与了乌兰图嘎村脱贫攻坚
工作。开展扶贫攻坚工作以来，协调扶贫资金、美丽乡村建
设资金超过800万元，有效地推进了乌兰图嘎村扶贫攻坚工
作。未来3年里，乌兰图嘎村将会建成特色彰显、生活富
裕、民风淳朴、文化活跃的社会主义小康村，切实提升乌兰
图嘎村蒙古族民众的“美丽指数”。

敖包是蒙古族人的图腾，在辽阔的草原上有多少敖包，
就有多少美丽的传说。乌兰图嘎村首届敖包文化节展示了全
村的精神风貌，弘扬了蒙古族村的民族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