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是指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
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作为法治
政府建设重要环节的行政执法，更加需要加快法制化、规范化
的建设进程，着力解决执法疲软、乱执法、执法不公以及粗暴执
法等人民群众反映较强烈的问题。在此时代背景和要求下，研
究如何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
对于推进税务法治建设和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2019 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优化税务执法方式全面
推行“三项制度”实施方案》，将推行“三项制度”作为优化税
务执法方式的重要内容，贯穿全年税收工作中。漳州市税务
局采取“试点主体全覆盖、试点任务分点面、试点推进抓重
点”的做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实践，坚持责任和问题导
向，聚焦执法实践需要，积极推动创新创优。

探索税收法治新机制

2018 年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各项工作基本就绪后，新成
立的漳州市税务局在全面总结试点单位经验的基础上，进一
步梳理完善与创优提升，于 2019 年 4 月率先在福建省税务系
统全面推行税务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创新出台了《漳州市税

务系统行政执法公示办法（试行）》等三个制度办
法，将其作为优化税务执法方式、确保减税降费政
策措施落地生根的重要内容。目前，漳州市税务系
统各单位已基本完成税务总局推行三步走的部署

准备阶段和推进实施阶段，进入持续深化阶段。

探索税收法治新领域

突出发挥现代科技和数据赋能的倍增效应，重点针对三项
制度试点单位推行工作中反映较为集中的公示渠道落后、音像
记录信息调取查询不易、法制审核缺乏留痕控制等问题，在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相关业务需求，自主开
发了税务行政执法“三项制度”集成应用平台，并于 2019年 11
月 11日正式上线运行，确保“三项制度”在我市税务系统的推行
工作落地见效，同时也为全省税务系统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
和全过程记录平台的开发建设进行了前期的有益探索。

探索税收法治新方法

执法全过程记录是行政执法活动合法规范有效的重要保
证，围绕“率先突破”的法治建设目标任务，2021 年 8 月，市税
务局组织编写了《稽查执法音像记录工作操作指引（试行）》，
全部由税务稽查干部自编自导自演的“6+1”配套教学短视频
和宣传片同步上线，以贴近现实、生动易懂的方式实现培训、
示范、宣传的“三个并重”。一是回应需求，认真梳理解难题。选
取涉及环节较多、记录标准要求较高的稽查执法音像记录作
为解决全过程记录制度落实和推动中存在问题的重点。二是
对标规范，深入研讨重创新。广泛征求并听取四个稽查局和法
律顾问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形成了 6个总
局清单列举的执法事项和环节的操作指引。三是立足实际，形
式拓展强引领。配套操作指引录制了“6＋1”配套教学短视频，

真实展现稽查执法音像记录工作场景，以手机 H5为载体汇集
链接相关教学视频，方便税务干部随时学习和查询，并编发推
介图文在漳州税务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

通过推行税收执法公示制度，实现了纳税人知情权最大
化，在促进规范执法的同时保障了纳税人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通过推行全过程记录制度，实现征纳权责义
务可视化，搭建基于强化文字记录、流程记录、数据分析、音视
频记录“四位一体”运行模式的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体系，实
现全过程留痕、可回溯管理，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有
效避免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和执法的随意性；通过推行重大税
收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现执法者裁量权最小化，在确保
执法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的同时充分发挥法制审核制度的“防
火墙”和“过滤网”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与权益保护的统一。

●三项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试点做法：试点主体全覆盖、试点任务分点面、试点推进抓重点

我市税务系统主动开展“三项制度”的试点经验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以东山县出口退
税推行“三项制度”为实例的《福建自主试点：“三项制度”优
化营商环境》等文章先后被《中国税务报》《福建日报》等报刊
报道。时任漳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对该项工作作了批示：“漳
州市税务局的做法值得市直相关部门学习借鉴。法制化是
营商环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坚持法治思维规范行政
行为。”福建省税务局林京华书记充分肯定了漳州市税务局
以落实“三项制度”为契机，有力地推动了执法水平的提高
和税收法制环境的优化，有利于减税降费的落实和营商环
境的改善。与此同时，漳州市税务局制作的“三项制度”微信
动图作品，先后被福建省税务局官微、《中国税务报》官微等
采用，为法治工作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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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法治新理念 引领法治新风尚
漳州市税务局推进税务执法“三项制度”创新创优

☉本报记者 吴丽燕 通讯员 杨 柳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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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在灭火战斗中牺牲的漳州籍消防
员张晓杰“如愿”回家了。

相见时难别亦难，张晓杰的妻子怎么也想不
到，再次见到丈夫竟已天人永隔，那句“下周请假
陪你们去公园玩”的承诺竟永远无法兑现……

当天，漳州的天空格外蓝，一如张晓杰挚爱
的“火焰蓝”制服，那一身他穿了十八年的消防
服。天一亮，人群陆续涌向诏安东高速路口以及
前往红星乡的街道两侧。他们是张晓杰的同学、
亲朋，更多的是听闻烈士事迹后自发走上街头送
行的群众。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张晓杰烈士的
家乡人。

十时许，载有张晓杰烈士遗像、忠骨的灵车
抵达诏安。在两辆警车、七辆铁骑的引导下，灵车
缓缓前行，后面还跟着群众自发组成的车队。车
队经桥东镇、西潭镇、建设乡、红星乡，一路朝红
星烈士陵园驶去。

“敬礼……”一声令下，消防指战员、警察、民
兵们一起举起右手、庄严敬礼。

“嘀嘀嘀……”刹那间，消防车声，小汽车声，
鸣笛声相互交织、响彻天际。

“回家”的路很长，人很多，迎接队伍向前望
不见头，向后望不见尾。家乡人身着深色衣服，胸
前佩戴着白花，手拿黄白菊花，列成整齐队伍，自
发拉起“烈火英雄魂归故里 诏安人民迎接张晓
杰烈士回家”“张晓杰烈士永垂不朽”“英雄张晓
杰一路走好 我们永远怀念你”等各类横幅。

一位面颊黝黑、满头白发的老人倚靠在江亩

坑村村口，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眼睛望向灵
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退役军人特意将车停在
了路边，挺直了身子深深地敬了个军礼；一群来
自县总医院西潭分院的医护人员身着白大褂，探
着身子向前张望；一群约莫十岁的红领巾，默默
地向英雄行了一个庄重的少先队礼……大家神
情肃穆，注视着、眺望着，风中不时传来低泣的声
音，还有一行行从脸颊滑落的热泪。

灵车在张晓杰烈士的家门口短暂停留。他的
家门口有块将近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乡亲们
自发举行了送别仪式。由 4 名消防员组成的仪仗
队，打着黑伞，接过张晓杰烈士的遗像和盖着鲜
红五星红旗的骨灰盒，缓步将其送到场地中央。

“晓杰，我的儿啊……”张晓杰烈士的母亲再也
忍不住了，放声大哭，双脚颤抖到几乎无法行走；两
位妹妹头上绑着白布条，扶着灵车，低头啜泣；邻居
们排成横队，手拿横幅，如浪般向中间靠拢。

离家还是少年身，归来已是报国躯。偌大的空
地上，站满了人，比他入伍那天还要多。那时他正
值 18 岁少年郎，胸前戴着大红花，在亲朋好友的
欢呼下走向消防队伍。而今，他的生命定格在了 36
岁，乡亲悲痛相送，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张晓杰烈士安葬仪式在诏安县红星烈士陵园
举行。丛丛梅花树下，全体人员庄严肃立，向张晓
杰烈士默哀致敬，与张晓杰烈士做最后的告别。仪
式上介绍了张晓杰烈士的生平事迹，回顾了他为
消防救援事业不懈奋斗、为党和人民利益鞠躬尽
瘁的一生。

虽 已 哭 到 无
力，每每有人向张晓
杰烈士献花、向亲属鞠
躬，张晓杰烈士的母亲都会
强撑着疲惫的身躯，向对方回
礼。当消防指战员向亲属鞠躬时，
她看着和儿子一般大的消防员、和儿
子一样穿着“火焰蓝”制服的年轻人，不由的双手
合十，泪眼婆娑，想要起身表达感谢。

“爸爸，爸爸，这是爸爸。”张晓杰烈士的儿子
张豆豆指着遗像叫道。他才三岁，并不清楚发生了
什么。只是大概知道，家里来了好多人，大家都很
难过，照片里面的人是爸爸。

在红星烈士陵园，伴随着低沉的哀乐，张晓
杰烈士的家属把他的骨灰轻轻放进墓穴、盖好石
碑。

“这是哪？”正值充满好奇心的年龄，张豆豆
喃喃自语。

一旁的阿姨回答道，这是陵园。
“怎么是陵园？爸爸说好要带我去公园的。”

张豆豆抱怨道。
阿姨转过身去，用手拭去强忍许久的泪水，

蹲下身抱了抱豆豆。
此时此刻，张豆豆尚不能理解“烈士”二字的

含义。但待到再年长几岁，他定能知道，他的爸爸
张晓杰是把自己全部生命和热血投入消防救援
事业的勇士，是无愧于党和人民嘱托的英雄。

张晓杰烈士，一路走好！

漳州籍消防英漳州籍消防英雄张晓杰雄张晓杰““回家回家””，，乡亲父老噙泪迎接乡亲父老噙泪迎接，，
亲朋好友挥泪告别亲朋好友挥泪告别——

相见时相见时难别亦难难别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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