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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
到，个人所得税改革启动以来的首
个申报期运行平稳，数据显示，改革
实施首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
316亿元，有6000多万税改前的纳
税人不再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
得税。在普遍减税的各行业中，制
造业纳税人减税规模最大，民营企
业减税幅度较为明显。

你的个税少缴了多少，你的收
入变多了吗？改革对百姓生活和经
济发展影响几何？

工资薪金所得在2万元以
下的纳税人减税幅度都超过
50%

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后，在中
国石化有限公司广西崇左石油分公
司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缴纳人数大
大减少，缴税负担明显降低。以公
司一名高层主管为例，这名主管10

月份取得工资（扣除“三险一金”）
18152.53元，按5000元扣除费用后
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3152.53元，适
用税率由25%降为20%，应纳税额
由2658.13元降为1220.51元，减税
比例达到54%。

“我的工资是4950元，个税起
征点提高后，现在不用缴税啦。”广
西安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职工杨晓
露说，免税后的“幸福感”让她开心。

杨晓露说出了6000多万不用
再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的
税改前纳税人心声。对于像杨晓露
这样月薪在5000元以下的职工来
说，减税比例达到了100%。

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优化了税
率结构，大幅拉大了中低档税率级
距，改革红利更多地惠及中低收入
人群。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罗天
舒介绍说，10月领取工资薪金所得
在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减税幅度
都超过50%，占税改前纳税人总数
的96.1%，减税金额达224亿元，占
当月总减税规模的70.9%。

改革对百姓生活和经济
发展影响几何

多出的钱去哪了？
“工薪阶层消费就是量入为

出。”常州五洋纺机公司的管理人员
程凌告诉记者，他平均每个月的到
手收入7000多元，新个税政策实施
后，每个月大致少缴200多元。

“比如以前一个月带孩子出去
吃一次饭，现在可以出去两次。这
都是真金白银，一年多出两三千，还
是挺实惠的。”程凌说。

“10月份发工资的时候，本来
我的绩效比前一个月只多300元，
工资却多发了1200多元。仔细一
对工资条发现，14765元的计税工
资，现在所得税是776.5元，要在以
前得缴1811元税，少缴了1000元
出头呢。力度这么大，真是没想
到。”在南京一家网络科技公司上班
的朱女士说，这多出来的 1000 多
元，着实让她在“双十一”购物时“手

松了一些，一花就是四五千出去
了。”

宸鸿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财务
薛小芳对个税改革有深刻的体会：

“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全体员工
缴纳个人所得税共计0.71万元，比
去年同期减少了52%。”

个税减少，让员工获利，更让企
业安心，促成了企业和员工的双
赢。“个税新政落地后进一步带动了
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从客观上
说这也是国家在帮助企业创造更大
的劳动价值。”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
改革研究院教授杨默如说。

让专项附加扣除简便易
行可操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斌告诉记
者，综合税制一直是中国个税的明
确改革方向，如今个税改革终于迈
出了从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过渡的
关键性一步。

此次个税法的修订在减税目标

下，不但增加了基本的减除费用标
准，由每月的3500元调整至5000
元；拉大税率级距，使更多的中低收
入人群适用更低的税率；而且还开
创性地增加了教育、医疗、住房、养
老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大幅增加
扣除，以实现减税。

“个税改革对于完善我国税制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专项附加
扣除毕竟在我国初次出现，每个纳
税人的个人及家庭情况不一样，因
此，如何落实好专项附加扣除便成
为下一步个税改革贯彻落实的核心
问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
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为了让个税改革简便易行可操
作，不少专家建议，在贯彻落实中可
以简便材料申报的数量和次数，通
过“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完成纳
税人简便易行的材料注册登记，在
数据后台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将
纳税记录与个人信用记录联动，引
导社会守法诚信。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你的收入变了吗？
——个税改革新变化调查

提起东北老工业基地，许多人会有“傻大黑粗”的固有印象：石油、钢铁等处在产业链上游的基础工业产
品多，企业规模大，产业文化厚重……

记者近日深入长春、吉林、四平等地调研发现，许多“高精尖新”的民营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创新技术不
断涌现，有的已成长为行业“隐形冠军”，为东北振兴注入源源活力。图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硅
晶圆产品（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南京12月 3日电（记
者 王子铭 蒋芳）“父亲、大哥，虽然
我们已经分离81年了，可在我心
里，你们一直不曾离去，我时常在心
里和你们说话，你们听得到吗？”3日
上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哭墙”前，92岁的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石秀英老人把对亲人
的怀念融入了这封家信当中。

在第五个国家公祭日即将来
临之际，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家
祭活动3日正式启动，遗属们通过
在死难者名单墙前献花、敬香、跪
拜和诵读家信等形式，表达自己的
哀思。

回忆起81年前的那个冬天，石
秀英老人潸然泪下。当年，在日军进

城3天后，石秀英父亲出门再也没有
回来。11岁的石秀英曾和母亲上街
寻找家人，后来在被日本侵略者屠杀
的死人堆里找到了身中3刀而亡的
父亲。父亲遇难后，石秀英的大哥也
被日军抓走，从此杳无音信。自此，
石秀英与母亲相依为命，饱受苦难。

91岁的余昌祥老人虽然行动
不便，但他仍然坚持坐着轮椅，在3
个女儿的陪伴下来参加家祭活
动。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城时，他
亲眼看见了侵略者在南京烧杀掠
夺的暴行，父亲也在南京中华门外
西街被日本侵略者残忍杀害，遗体
下落不明。“这是我祭奠父亲唯一
的寄托了。”余昌祥注视着“哭墙”
上父亲余必福的名字对记者说。

“父亲一直念叨，要把当年国
家遭受侵略的历史告诉年轻人，让
他们铭记过去，珍惜现在的生活。”
余昌祥的二女儿余惠如表示，家祭
活动是一个载体，不仅仅是遇难者
遗属们的家事，更重要的是借此唤
起大家居安思危的意识。

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五
年级学生陆婧娢对记者说，南京大
屠杀惨案让那么多人失去了亲人，
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要记住祖
国的创伤，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2014年2月，我国通过立法将
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同年12月，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首次
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祭告活动。

南京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祭活动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
齐中熙）记者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获悉，3日，由中铁隧道局集团
承建的引汉济渭工程秦岭隧洞
TBM（硬岩掘进机）施工段岭南段
贯通，标志着引汉济渭工程建设取
得关键性突破。

引汉济渭工程是我国“十三五”
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地
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横穿秦岭，
年均调水规模15亿立方米。竣工
后，汉江水将通过秦岭输水隧洞调
入关中，用以满足西安、咸阳等城市
及沿线工业园区用水。

秦岭隧洞总长81.8公里，最大
埋深达到 2050 米，具有高围岩强

度、高石英含量、高温高湿、强岩爆、
强涌水等特点，施工难度极大。中
铁隧道局集团建设者攻克了岩爆、
高温、涌水和超长距离通风等施工
难题，为我国隧道施工硬岩掘进积
累了宝贵的技术管理经验。

引汉济渭工程
秦岭隧洞岭南段贯通

新华社成都12月3日电（记者
袁波）3日，四川省2018年第四季度
重大项目暨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成都举行，
本次集中开工重大项目1560个，总
投资近6900亿元。

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主要涉及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
民生及社会事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
域。记者注意到，涉及四川省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的项目
341个，总投资758亿元，其中，水污
染防治项目164个，总投资408亿
元；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共72个，总投
资155亿元；生态保护修复项目32

个，总投资181亿元；大气污染防治
项目56个，总投资13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这批项目针对
岷江流域水污染、成都等地大气污
染、成都平原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
问题，聚焦污染防治基础设施和治
理能力短板以及中央和省级环保督
察发现的问题，探索污染防治的市
场化投入机制。

此外，这批项目的开工，将进一
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
资、优化投资结构、改善生态环境，
为推动四川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提供有力支
撑。

四川：

集中开工一批重大项目
总投资近6900亿元

（紧接第1版）目前，我市已完成市文化馆2个、市图
书馆3个、市博物馆3个特色数字资源库建设，全市
共有电子阅览室终端数量382台，歌德电子图书借
阅机22台。市县两级文化馆、图书馆均推出网络终
端、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服
务平台；11个县（市、区）均已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电子阅览室互联互通；全市218个乡镇（街道）文
化站、2032个村文化活动室按规划标准配备电脑等
数字文化设备。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的必然要求，我市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体系健全完善，实现100%全域覆盖，市县乡村四级
网络平台互联互通，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由“面对
面”向“键对键”转变，由局部点位向全域覆盖延伸。
市图书馆开通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读者通过关注公众
号进入微信图书馆、云阅读、公开课等数字平台，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热门图书、杂志订阅、馆藏查询、在线阅
读和专家视频讲座等便捷高效服务；文化馆采用360
度全景和三维虚拟技术，利用网络平台搭建的“3D非
遗展览馆”，可以让观众随时都能享受同步、直观、生
动的艺术体验。据统计，2015年至2017年，乐山市数
字图书馆的访问量已达26.2万人次。

运用“互联网+”思维打造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的同时，我市在政府层面上建立了“线上与线下”
统筹协调机制，精准对接不同群体文化需求，实现了
由“政府端菜”向“群众点餐”转变。

“融”字切入
文旅融合特色化

今年“五一”小长假，第三届乐山·峨眉山佛光
花海音乐节在峨眉山脚下激情上演。本届音乐节共
吸引国内外观众6.3万人次，“音乐+旅游”融合发展
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不仅让本地市民度过一个和谐
欢乐的假期，也让外地游客感受了乐山文化魅力。

近年来，我市以文旅项目建设为重点推动公共文
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文旅项目建设成为助推公共文
化建设发展的新引擎。目前，我市已完成嘉州长卷文
旅风情街区、绿心文化公园、老霄顶文化公园、嘉阳小
火车—芭石铁路文化体验之旅等7项文旅项目建设，
正在推进乐山战时故宫文物南迁遗址公园、乐山老城
区历史文化遗址构建、沫若文化城、井研中国农民画
村等文旅项目建设。投资4.5亿元打造《只有峨眉山》
实景演出项目。

同时，特色文旅活动进一步拓展新空间，以“四大
主题文化圈、四大文化走廊”创建规划为引领，开展特
色鲜明的地域品牌文化活动，乐山公共文化服务文旅
融合模式内涵不断丰富深化。紧扣打造世界双遗产佛
禅主题文化圈，成功举办了峨眉山国际茶文化博览会、
峨眉山佛光花海音乐节、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峨
眉武术节、乐山国际马拉松赛，以及峨眉山佛教音乐
会、嘉州大庙会等系列大型文旅活动。组织开展“夜游
三江”、三江奇石文化节、乐游嘉定坊等系列文旅活动，
欢乐假日主题文化圈活动精彩纷呈。大型实景剧《乌
蒙沐歌》、小凉山（马边）彝族火把节、马边“姆河达斯”
文化旅游节、犍为茉莉花文化艺术节、井研农民画乡艺
术节等特色文旅品牌活动深受市民游客喜爱。

2013年11月，我市“文瀚嘉州·百姓直通车”项
目成功申报创建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项目。

2015年7月，乐山继成都、南充之后成为第三批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创建工作
启动以来，市委、市政府和县级党委、政府不断加大
文化建设资金投入。2015年，市级财政投入3000万
元文化专项资金，统筹用于示范区创建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文化活动、艺术创作等；2016年投入4170万
元；2017年投入4771万元；2018年市级预算为5137
万元。各区县每年均设立了示范区创建专项资金
100万元。 2017年全市人均文化事业费较2016年
同比增长19%，居于全省前列。在创建示范区期间，
全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3.56亿元，文旅设
施建设投入7.61亿元。

2018年7月24日至26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财政部委托第三方，对乐山市创建第三批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进行验收。验收检查组认
为，我市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过程
中，勇于创新，在全国率先形成以文旅融合为手段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乐山经验”和校地联合培养
专业文化人才的“乐山模式”。目前，创建工作已顺
利通过中期督查、制度设计课题评审、实地检查验
收、集中评议等环节，文化和旅游部即将命名公布。

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市正
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不断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文化服务向全社会提供
优质精神养料，使得公民的道德精神面貌与文化素
养不断提升，让文化活水润泽嘉州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