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京雄高速建设保驾护航、
助力特色农业产品 “上天”、 走
进小区搭建临时办税窗口……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房山区税
务局积极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 以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工作成效来检验党史
学习教育效果。

聚焦服务区域发展大局
助力京雄高速建设

京雄高速公路是雄安新区规
划纲要确定的构建 “四纵三横”
区域高速公路网的重点项目， 作
为京雄高速公路 （北京段 ） 投
资 、 建设 、 运营方 ， 中铁京雄
（北京） 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在成立之初却遇到了 “大麻烦”。

“中铁京雄筹备之初，由石家
庄团队负责新公司的税务登记相
关工作， 那时石家庄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 所有办税人员无法来北
京的办税大厅办理业务， 税务登
记办不了可能会耽误大事。 ”中铁
京雄（北京）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
司税务主管李会计回忆起当时的
情形心有余悸。 “好在房山区税务
局持续关注项目落地情况， 了解
情况后主动联系我们，通过电话、
网络等形式在线辅导办税人员，
采用非接触办税方式协助企业按
时完成相关业务。 ”李会计说。 在
之后的一次上门辅导中， 税务部
门又发现企业因对政策不了解没
有享受到一项应享的优惠政策，
于是及时给予辅导培训， 仅这一
项就为企业节省了30万元。

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走进小区解“房”忧

房山区窦店镇世界名园小区
共有391户住户存在未办理房产
证历史遗留问题， 困扰老百姓10
多年， 居民没少找开发商和住建
部门反映情况， 因为手续不全，
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居民崔大爷介绍， 今年自然
资源部下发 《自然资源部关于加
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
问题的通知》， 他们听说后派代
表到区税务局和相关部门， 要求
协调解决发票问题。 区税务局随
即组建工作专班， 和住建委上门
帮助居民解决问题。 为了更大程
度地方便纳税人， 区税务局在小

区内搭建临时办税窗口， 让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办好业务拿房本。

聚焦征管改革开新局
助力特色农业产品上太空

“感谢税务部门持续不断的
服务， 助力我们的产品顺利升上
太空。” 北京航天农业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石立群在给区
税务局送锦旗时连声道谢。

原来， 这家公司与中国航天
员中心成立蛹虫草功能食品联合
实验室，生产的“航天一号”功能
食品和太空菌类、藻类等成为“神
十一”“神十二” 和未来太空舱航
天员太空飞行时的保障性产品。
“最近两年，税务部门帮助我们享
受到100余万元的税收红利，这些

钱用于航天产品的研发和升级
中， 让更多具有航天品质的产品
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石立群说。

今年以来，通过“一把手走流
程”等一系列工作举措，区税务局
积极解决群众诉求， 出台了股权
变更“一网通办”、助力个体民宿
扩围免费票E送、优化不动产登记
“一窗办理”等政策，同时服务区
域内小微企业，将“银税互动”签
约银行增至8家， 累计授信143户
中小微企业，信贷金额2.07亿元，
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题。

“党史学习教育最终的落脚
点就是要办好实事、 解决问题、
突出实效， 把纳税人、 缴费人和
基层税务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作
为衡量党史学习教育的试金石。”
区税务局局长李宗定说。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张健 马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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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向凌潇 文/摄

东城社工承担“五大员”角色守护居民健康

通州市场监管局开展进口冷链食品专项检查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通讯员 潘若莼/摄

指导来访人员登记； 提醒居
民务必佩戴好口罩； 引导居民有
序进出……在疫情防控中， 东城
社工做好社区疫情防控的守门
员、 排查员、 宣传员、 快递员和
程序员， 为守护万家幸福贡献力
量。

“辛苦你们了， 看到你们在
门口守着， 我们踏实多了。” 连
日来， 永外街道富莱茵社区工作
人员承担起辖区卡口的值守任
务， 做好社区 “守门员”。 在值
守中， 工作人员不仅查看进出小
区的快递人员的健康码， 还指导
来访人员进行登记、 提醒居民务
必佩戴好口罩。

排查是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工
作， 在这项工作开展中社工们成
为了“排查员”。 社工们通过线上
线下多种方法逐一排查， 确保不

漏一人。疫情发生后，体育馆路街
道全体社工连续两天集中开展
“敲门行动”。 社工们结合前期经
验，采用电子问卷、纸质登记、电
话联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排查登
记。 既考虑上班族、 流动人口等
“敲门不在家” 的居民， 也兼顾
社区老年人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
的情况， 提高排查效率。 针对线
上线下联系不上的住户， 或利用
前期人普调查所得数据或跟房产
中介进行沟通， 跟住户进行电话
联系，保证排查的全面性。

微信群、 张贴通知、 下户走
访……社工们通过各种方式， 做
好社区疫情防控的宣传员。 东花
市街道北里东区利用居民楼宇、
单位、 支部党员微信群充分做好
疫情防控最新政策宣传。 此外，
区下派干部、 街道下派干部社区

工作人员还加班加点， 周末停休
张贴最新疫情防控通知。 景山街
道景东社区工作人员采取 “线
上+线下” 相结合， 充分利用胡
同、 楼门院的宣传栏张贴防疫海
报 ， 插贴疫情风险地区 “告知
书” 等信息； 通过下户走访发放
给单位及小门店 “一封信”； 利
用社区微信公众号、 居民管片微
信群等宣传方式， 普及防疫相关
知识。

帮助取快递、 带买生活用品
……面对腿脚不便利的老人， 社
工们承担起 “快递员” 的角色 。
在疫情防控中， 不少社区还开发
了一些小程序， 于是， 社工们又
承担了 “程序员” 的角色。 他们
冲在一线， 担任不同的角色， 展
示着不一样的风采， 诠释着齐心
抗疫的决心与担当。

近日，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对盒马鲜生爱琴海店进口
冷链食品开展专项检查， 从源头
抓好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
作，实现进口冷链食品全程追溯、
放心消费。

在盒马鲜生爱琴海店的进口
冷冻水产品陈列区和进口冷藏肉
制品陈列区， 执法人员检查了进
口冷链食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消毒证明以及每一位冷链工作人
员的健康宝和7日内核酸检测证
明， 要求上岗的工作人员严格落
实防疫工作要求，做到三证齐全。

随后， 执法人员随机检查了
一款三文鱼排和一款牛排， 通过
扫描外包装上的北京冷链二维
码， 获取所售商品信息与商品货
柜上的标牌进行核验， 严格保障
进口冷链食品来源可溯。 在存放
商品库房， 执法人员用测温枪进
行现场测温， 查看了进货出货台
账， 同时对进口冷链食品是否有

专门的进出货渠道进行严格检
查， 确保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
无死角，食品安全有保障。

“对进口冷链食品，要求企业
要严格落实 ‘三证三专、 四无五
不’管理要求。对无检验检疫合格
证明、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消毒证
明和追溯信息的进口冷链食品，

要做到不采购、不使用、不运输、
不贮存、不销售。同时要求进口冷
链食品要通过专用通道进货，专
区存放，专区售卖。进口食品必须
与国产食品隔离开、 单独存放销
售并且要对所售商品的原产地进
行公示。 ”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
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祁宇光说。

自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 实施以来， 昌平区全民垃圾
分类参与率达到90%， 生活垃圾
分类治理体系已基本建成。

昨天一大早， 北京爱分类环
境有限公司分类回收员来到富泉
花园， 开始了一天的上门回收垃
圾工作。 “爱分类” 公司利用互
联网技术， 通过 “上门服务+物
质激励” 的方式， 打造回收与资
源开发利用深度结合的完整效益
链。

“以前我都是把水瓶、 纸壳
等拿到外面卖， 现在线上预约，
就能上门回收 ， 我觉得更方便
了。” 居民潘树奇说。 “我们采
取应收尽收的模式， 对可回收物
进行精细化分拣， 分拣成50多个
品类， 分别对接废物利用企业，
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北京爱
分类环境有限公司总经理卢迪介
绍说， 居民只需将可回收垃圾简
单分好类 ， 预约好上门服务时
间， 就能得到0.8元/公斤的分类
环保金奖励。

除上门回收、 收集运输外，
“爱分类” 公司建成了废纸、 废
塑料、 废金属、 废玻璃、 低负值
资源、 废家电、 废纺织品7大专
业化分拣车间。 将可回收垃圾回

收到分拣中心后， 专业人员会对
其中的废塑料、 纺织品、 纸类、
金属、 玻璃、 有害垃圾进行再分
类， 并打包送至相关废物利用企
业， 资源化利用率可达到95%以
上。

“能卖钱的蓝桶桶， 易腐烂
的绿桶桶， 有毒有害红桶桶， 没
人要的灰桶桶。” 曾经， 这首形
象易记的分类口诀在朋友圈里广
泛转发。 “刚开始时也不会分，
后来就习惯了， 现在分类就是顺
手的事儿。” 一大早， 家住东关
南里小区的居民李芳萍， 拉下厨
余垃圾桶的手拉环， 娴熟地将厨
余垃圾破袋后倒进桶内， 再抖抖
垃圾袋， 顺手扔进一旁的其他垃
圾桶。

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
昌平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 大力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目
前 ， 全民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
90%，营造了全民参与垃圾分类
的良好氛围 。 最新 数 据 显 示 ，
家 庭 厨 余 垃 圾 日均分出量比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
前的2019年增长了3.17倍， 达到
322.98吨/日；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达到35%以上； 其他垃圾日均
清运量1375.95吨/日，减量明显。

昌平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基本建成

一次上门辅导为企业省了30万元

全民参与率达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