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崇州市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崇州法院）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积极探索环境资源
审判机制改革，通过创新探索生态修
复新路径，强化环境资源案件的源头
预防、源头治理和源头化解，初步形
成新时代生态保护司法供给新模式，
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发挥审判职能
优化司法保护新机制

提升环境保护成效，重在源头
治理。2017年3月，崇州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庭正式挂牌成立后，通过
设立生态修复基地，督促被告人通
过补植复绿、劳务代偿等方式修复
受损的生态环境，起到了依法惩罚
犯罪与生态修复的双重效果。

2019年6月，生态修复教育成
都基地在崇州市鸡冠山国家森林公
园正式揭牌，该基地规划面积约3.3
万平方米，通过应用“原态修复、代偿
修复、替代修复、异地修复”的生态修
复“4R”（Rehabilitation）机制，建
设山青水绿、鸟语花香的美丽林区。
2020年6月，崇州法院在成都地区
首次将公园城市理念与生态修复教
育基地相结合，积极推动在黑石河公
园区域内建立生态修复教育成都基
地。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由该
院审结的4件涉环资案件的7名被
告人在修复基地补种价值10余万元
的树木4棵。2021年6月，长江上游
首个“水生态修复教育成都基地”正

式揭牌，当天放流鱼苗 28000 余
尾。至此，高山、平坝、河流三处修复
基地全部建成，已累计恢复耕种农田
87.75亩，补种树木4000余株，回填
土地14余万立方米，人工投放各类
鱼苗150万尾，生态修复做到了立体
化、全方位、无死角。

坚持多元参与
构建生态保护新格局

为最大限度促使被告人参加环
境治理，崇州法院在全省率先探索
借助环保公益组织的力量参与案件
办理，起到很好的效果。2019年9
月，崇州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审理时，两名被告人自愿
参加为期一年六个月环保公益活
动，环境保护中心对两名被告人参加
活动情况进行记录并作出综合评定。

为助力崇州水环境治理，2018

年5月，崇州法院法官工作站入驻
崇州市河长办，确定15名员额法官
对应崇州全域15条主要河段，提供

“一对一”精准司法服务。2020年6
月，崇州法院联合省法学会、省律
协、四川省都江堰外江管理处举办
外江流域的水环境治理和水资源高
效利用为主题的论坛会，现场签订框
架协议书，对下设4个管理站分别提
供司法服务。2018年8月，崇州法
院驻国家大熊猫公园成都片区法官
工作站在四川鞍子河自然保护区正
式挂牌，通过与相关单位联合开展案
件巡回审理、日常巡园查看、重点巡
回宣传等“三巡”工作，切实维护好国
家大熊猫公园的生态建设。

加强司法宣传
厚植绿色发展新理念

为传播现代环境资源司法理

念，崇州法院“晓双工作室”“杨婷工
作室”深入校园、社区等，利用“6·5
世界环境日”、节假日、地方会期等
节点，通过以案说法、庭审直播等形
式开展环境司法主题宣传活动80
余场次，增强环境资源审判的公开
性和公信力。

2020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对司
法宣传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崇州
法院大力推行网络开庭，对环资类
案件实行公开、网络直播等方式进
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仍然
坚持以巡回审理为主、定点审理为
辅，通过专业审判与公众参与相结
合的方式，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影响
力。2020年，在对一起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件进行审理时，法官在案发
地附近的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公
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观摩庭审，该校部分
师生参加旁听，潜移默化地传播生
态文明建设法治理念。

2022年2月，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正式批准在崇州法院开展“数
字法庭”试点改革。下一步，崇州
法院将以街子旅游环保法庭开展

“数字法庭”试点为契机，以恢复
性、协同性、预防性司法理念为引
领，构建全方位、全链条、专业化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推动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作出乡
村法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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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法院深化环境资源审判改革

司法护航绿水青山的生态本底

2021年6月3日，长江上游首个“水生态修复教育成都基地”正式揭牌。

税费服务专员在川渝高竹新区税费服务支持中心辅导纳税人办理业务。

自四川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
四川税务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创新服务
方式、全力以赴保障退税政策落实，为
四川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征管之变
推动四川税务数智化转型

2021年9月，四川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
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沿着方案指引，
四川税务开启了税收征管现代化建
设的新征程。

时下，纳税人一上午就能走完
退税全流程，背后是数字服务的强支
撑。据了解，四川税务可以通过税收
大数据和征纳互动平台，为纳税人提
供政策精准推送和在线协助服务。

2022年，四川税务再推出30条
“智慧办理更便捷”系列举措，更进一
步拓宽了智慧办税的服务“半径”。

不仅着眼于“提速”和“扩围”，四
川税务也围绕“功能集成”进行了探
索创新。税务工作人员介绍，四川省
电子税务局上新的“全税费种集成申
报”服务功能，实现了15个税种和8
个费种的申报事项覆盖，纳税人缴费
人可以“多类事项、一屏办理”。

服务之变
办税服务提质提效

今年2月，四川税务连续第9年
启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出五

大类 20项 75 条便民办税缴费举
措。事实上，提高办税服务质量一
直是四川税务人员关切所在。

在诉求响应方面，2021年起，
四川税务系统将传统“你问我答”咨
询模式升级为“问需+解难”融合发
展模式，并实现电子税务局、征纳互
动平台和12366热线三平台的互联
互通互转。据悉，四川省12366热
线2021年全年热线接听量首次突
破300万，创历史新高。

随着智慧办税成为主流，四川
持续丰富“掌上办税”方式功能，“非
接触式”办理扩围至214项税费业
务。当下，四川省纳税人税费事项
网办率达到98.47%，“四川税务”微
信公众号全年累计为纳税人缴费人
提供4000余万次税费服务。

在升级线上服务的同时，数字
力量正映射进四川办税缴费一线。
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服务中心配
备了强大的智能办税硬件，广受好
评；成都市办税服务厅虚拟数字员
工“蓉小智”正式“上岗”，智能模拟
税费业务办理场景；办税服务厅智
能监控平台提前预判纳税人窗口业
务堵点、分流排队人群，成为办税服
务厅“数字指挥员”。

关注发票使用，四川税务持续
推进生活服务业“扫码即开票”试点
扩围，努力缩短开票时间。

减负之变
空前力度下全力保障政策落实

近些年，减税降费密集出台，政
策不断扩围，惠及面持续增大。一

组数据见证“减负”之力：继2017年
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2018年约
1.3万亿元、2019年 2.36万亿元之
后，预计今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
规模为历史之最。落实到四川省，
退税减税规模预计将超过1300亿
元，规模也是前所未有。

据悉，为保障新的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在川落实，四川税务人员
对标对表制定任务书、路线图、时
间表；省、市、县三级税务机关均已
组建退税减税工作专班和留抵退
税等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退税、
缓税、减税、免税各项工作；由四川
省税务局主要负责人和班子带头，
先后深入成都、眉山、乐山等地和
走访四川省机场集团等各类企业
调查研究、落实政策，抓落实、解难
题、求实效。与此同时，结合第31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通过多种
线上方式宣传辅导政策，精准推送
政策160余万条。值得一提的是，
四川税务对骗取留抵退税违法行
为“严防”“狠打”，已先后查处并曝
光多起案件，维护税法权威和税收
安全。

今年4月，四川税务全力以赴
统筹落实，已为6万多户纳税人办
理留抵退税超400亿元，其中小微
企业占比超97%。叠加缓税、减税、
免税等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陪伴
市场主体渡过难关，为经济发展积
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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