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心！严重税收失信的会计人员也
会成为黑名单上的人！”4月19日，财政部
发布了《关于加强会计人员诚信建设的指
导意见》财会〔2018〕9号，让宁波的会计从
业人员以新的角度审慎自己的从业行为，
也让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ERP
青年志愿者服务群“激起千层浪”，群里的
60多位会计与税务稽查人员就“严重失信
的会计也会上黑名单”展开了深层次的研
讨。

“原来以为税收失信的担责，只是企业
和企业法人的事情，现在同自己的职业生
涯和社会生活也密切相关。”一家企业的会
计人员说。记者从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一
稽查局了解到，此举在于进一步加强税收
失信行为监管，从而共同构建“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格局，使“诚信纳
税”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促进税企共同营
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

失信“黑名单” 构建“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大格局

记者从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了解到，根据《指导意见》，那些提供虚假财
务会计报告，做假账，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
用公款、职务侵占等与会计职务有关违法
行为的会计人员，也将作为严重失信会计
人员列入“黑名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依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等途径，
向社会公开披露相关信息。

同时，国家税务总局会定期将特定严
重失信人信息传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由平台推送铁路和民航部门等。

简而言之，上了严重失信的“黑名单”，
在社会活动中，就会“处处受限”：想出境商
务、旅游，税务机关将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
阻止其出境；要担任相关职务，工商行政管
理等部门会限制其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董事、监事及经理；想从事金融活动，金
融机构会在查询征信记录时，发现当事人
的“严重失信”；想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
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全部座位和其他
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旅游度假、入住星级
以上宾馆及诸多高消费行为都会受到限
制；想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亦会受到限
制；失信的注册执业人员将受到市场和行
业的禁入。

事实上，近年来，宁波市国家税务局
稽查部门的“精准化、差别化”的税务服务
为营造良好的税企环境，提升税收信用在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分量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一方面，加强查前辅导、上门服务，帮
助企业规避“无心之失”；对于态度诚恳，
能翔实认真地进行自查、如实申报的企
业，提供便捷、高效、有亲和力的服务；另
一方面，对于存在主观恶意的企业，则通
过“黑名单”、联合惩戒等措施，形成巨大
震慑力。

联合惩戒 让“诚信纳税”成为
现代企业“标配”

据了解，34部委于2016年联合印发的
《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
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对于失信纳税
人的联合惩戒协作单位由2014年的21个
扩大到34个，惩戒的事项由原先的18项扩

大到28项，将法律和政策明确的惩戒措施
落到实处，从而有效打击税收违法失信。同
时《备忘录》也清晰界定了联合惩戒的对
象、操作程序、实施方式、动态管理等内容。

此次，将严重税收失信的会计人员列入
“黑名单”的指导意见，无疑是在“诚信纳税”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税收信用大格局上
加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砝码。

记者 包佳 通讯员 夏燕燕

严重失信会计人员也会上“黑名单”

让“诚信纳税”成为现代企业“标配”

税务人员为会计们解读政策

最近两年，汪宏良大刀阔斧
在经营方面搞改革，主动降低景
区门票价格，经常实施免票促销，
甚至从2016年开始，在一年中客
流最多的“十一”黄金周推行免门
票。

同时，景区经营“内外兼修”，
各种体验、游玩项目越来越丰富：
4、5月份挖笋季，5、6月蓝莓采摘
季，7、8月份葡萄采摘季，10、11、
12月赏花季等。另外，还有夏季
的火把节和冬季的年货节。景区
特色项目也不断创新，除了“红色
之旅”体验活动、竹林滑道、空中
溜索外，最近又引进了非常专业
的马术体验，还有一个特色民宿
项目也在计划之中。

“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景区客
流一年比一年多。”汪宏良说，而
让他最开心的是景区带动了当

地的山农经济，大家共同发展。
“现在，大雷村的山笋销路算是
打开了，下一步的目标是将大家
的毛竹卖出去，我已经找了合作
企业，准备将这里的毛竹做成文
创品。”

“另外，我们还想做循环农
业，目前公司引进农林大学的人
才，准备把以往废弃的毛笋壳和
周围食品厂的废果渣、果皮等，作
为有机肥料的一种原料。然后和
农科部门合作做成有机肥，再把
有机肥低价卖给山农，用于毛笋
增产。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横街
镇政府结合当地资源，大力推进
乡村全域旅游。在主管部门支持
和帮助下，这些计划应该很快将
成为现实。”汪宏良侃侃而谈，对
以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记者 殷欣欣 文/摄

景区一年四季都是旺季
他更希望与家乡父老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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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保证帮山农消化掉50万斤笋
但没有做到……”

景区老板“食言”
却为何很高兴?

“我曾拍着胸脯保证，今年帮大雷村的山农消化掉50万斤笋，可没想到如今我
竟然食言了。因为在景区人气的带动下，今年山农的笋供不应求，根本用不着我帮
忙消化。”浙东大竹海景区老板汪宏良说，对这个结果他深感欣慰，“景区人气越来越
旺的同时，能惠及周围的父老乡亲，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景区发展越来越好，他却被骂得睡不着
汪宏良，四十多岁，身材结实，皮肤黝黑。他非常健谈，笑容爽朗，言词恳切。汪

宏良是土生土长的大雷村人。早年和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读书后到城里谋发展。
“2008年，我在市区开化工贸易公司，压力很大，周末经常一个人开着车到乡

下转转。有一天我回到老家大雷村，到山下闲逛，看到眼前青山绿树，觉得风景特
别美，心旷神怡。”随后，他一时兴起就在这片山脚下开了一家农家乐，没想到生意
蒸蒸日上。之后，以农家乐为基础，汪宏良开始建景区。景区经营得有声有色，客
流量一年比一年多，但没想到压力也随之而来。因为经常有游客一时好奇，挖了路
边山农的笋；另外，人来车往，对周边的交通也有影响。于是经常有山农指着汪宏
良的鼻子骂，说：“钱都被你赚了，我们大家却跟着遭殃……”

“这话我听了特别难受，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汪宏良思
来想去，决定为父老乡亲做些什么。

大雷村约有3000户人家，家
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毛笋和毛竹，
每年毛笋产量有几百万斤。“以
前，因为交通闭塞，大雷村山农的
笋卖不出去，而新鲜笋又难以保
存，往往放一夜就变老了。山农
无奈之下，经常把笋倒在马路中
间。”

汪宏良说，他调整经营方案，
凡是毛笋季节来体验挖笋的游客，
一律白送两斤毛笋——汪宏良从

山农手中买毛笋送给游客，一举三
得，大家皆大欢喜。另外，汪弄良
还对笋进行加工，做成工笋干、油
焖笋等卖给游客。

周围毛笋的销路逐步打开，
“特别是最近两年，随着景区客流
的增加，山农的毛笋有很多被客
人直接买走了，我想买还经常买
不到呢。”汪宏良的语气里透着自
豪。当然，周围山农对他和景区
的态度也有了180度的转变。

景区客流量带动山笋销售
他深感自豪

浙东大竹海景区的花海。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