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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枢纽茅坪港
疏港铁路位于湖北省
宜昌市境内，自宜万铁
路宜昌南站西端起至
秭归县茅坪港。铁路
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
完善长江三峡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提升三峡
枢纽的翻坝转运速度
和运输效率。

2 月 20 日，工人在
三峡库区湖北省宜昌
市秭归县三峡枢纽茅
坪港疏港铁路建设工
地施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郑家裕 摄）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者
王雨萧、韩佳诺)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
局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为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
高质量发展，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
聚焦纳税人缴费人的诉求期待，推
出2023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第
二批25条服务措施。

25条措施进一步便利办税
缴费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
沈新国介绍，第二批25条便民服务
措施从诉求响应提质、政策落实提
效、精细服务提档、智能办税提速、
精简流程提级、规范执法提升等6
方面出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
解难题。

“第二批措施涉及面更广、内容
更丰富。”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
黄运说，接续措施聚焦高效落实政
策，多渠道精准开展政策推送，让税
费政策红利更好直达快享。同时，
推行社会保险经办和缴费业务“一
网通办”，探索实行电子税务局印花
税“一键零申报”等措施，进一步推
进智能办税，助企减负增效。

“此外，第二批措施还在优化执
法方式上着力，如对部分特定性质
的涉税事项推行说服教育、提示提
醒等执法方式，积极开展信用修复，
刚柔并济引导经营主体参与公平竞
争、健康有序发展。”黄运说。

黄运表示，在便利纳税人办税
缴费之外，中国税务部门还积极服
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
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盟向全球

公开发布联盟课程体系1.0版，在这
套课程体系建设中，中方通过联盟
办公室积极参与并贡献了重要力
量。通过共同推出课程体系、深入
开展税收培训，在加强经验分享和
互鉴中帮助“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共
同提高税收征管能力。

扩大全国跨省异地电子缴税
推广成果

近年来，税务部门大力推行电
子缴税，着力为纳税人提供便捷高
效的办税服务。目前已实现99％的
纳税申报网上办理，95％以上的税
款通过电子缴税方式缴纳入库。

“但对于企业跨省异地设立项
目部、分公司等开展经营活动产生
的应缴纳税款，在注册地与经营地
之间划转和缴纳等方面存在电子化
程度不高、不够便利的问题。”国家
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荣海
楼说。

荣海楼介绍，自2021年起，税
务部门与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强化协
同创新，选取跨省经营活动较为活
跃的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的12个
地区率先开展跨省异地电子缴税试
点，并于2022年进一步加大推广力
度。2022年，已有超150家商业银
行支持办理跨省异地电子缴税业
务，共办理跨省异地电子缴税31万
笔，税款575亿元。

荣海楼表示，今年将按照“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部署安排，进一步扩
大全国跨省异地电子缴税推广成
果。配合人民银行国库部门指导、
推动更多有条件的地方商业银行参

与和支持跨省异地电子缴税。同
时，扩大缴税业务覆盖面，提升跨省
经营纳税人办税便利度。

抓好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涉税改革举措推广落地

优化营商环境是培育和激发经
营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的
关键之举。

沈新国介绍，2021年，我国部
署在北京、上海、重庆等6个城市开
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2022年，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
复制推广50项创新试点举措，其中
涉税举措有12项。

沈新国表示，将健全“推进落实
—防范风险—监督问效—跟踪评估
—持续优化”工作机制，指导各试点
城市税务机关聚焦纳税人需求，加
大先行先试力度，积累更多创新经
验。同时，指导督促非试点地区税
务机关抓好复制推广工作，让创新
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更大成效，
推动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

发布会上，针对一些不法分子
通过互联网开展涉税诈骗的情况，
黄运表示，国家税务总局将持续加
大治理涉税诈骗和公开曝光力度，
同时提醒纳税人缴费人提高防范意
识，遇到冒充税务人员上门征收税
费、宣扬各种退税返款“新政策”或
收到伪造成涉税信息的不明链接及
二维码等，切勿泄露隐私或转账支
付。如遇到相关情况，可咨询
12366服务热线或主管税务机关进
一步核实，或立即拨打110、反诈专
线96110寻求帮助。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近
期集中发布，共发布50万个
网络版条目、10卷纸质版图
书，修订更新了部分中国主
题英文条目，标志着百科三
版这一新时代国家重大文化
出版工程主体建设任务已顺
利完成。

百科三版编纂出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顺应互联网技术新变
革、出版融合发展新趋势，汇
聚科技界、社科界等各方面专
家，系统总结国际国内各领域
科学文化最新成果，力求打造
有中国特色、有国际影响力的
权威知识宝库。

据了解，百科三版以网
络版为主体，同步编纂出版
网络版、纸质版，推出适度规
模外文版，2014年正式启动，
2021年7月首批条目发布，
2022年12月底集中发布。全
国共有近3万名专家、学者、
研究人员等参与百科三版编
纂出版，工作中坚持守正创
新、实事求是、开放包容，坚
守高端学术品位，牢固树立
精品意识，以十年磨一剑的
定力精心打磨、倾力攻关。
集中发布的条目中，50万个

网络版条目共约5亿字，分为
专业版、专题版和大众版3个
板块，涵盖国家颁布的所有
知识门类和一级学科，按照
94个执行学科和近百个专题
进行编纂，随文配置图片20
万幅、公式表格30多万张、视
频3万个（约10万分钟）、音频
2400首（约1万分钟）、动画
150个（约500分钟），并附有
知识链接，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便于读者浏览和学习。
10卷纸质版包括《矿冶工程》
《心理学》《戏曲学》《情报学》
《核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
《园艺学》《图书馆学》《兽医
学》《交通运输工程》，从网络
版条目中精选精编而成，其
他学科领域的纸质版将陆续
推出。1000个中国主题英文
条目，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自立
自强等方面内容，着力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负责人表示，百科三版作为
新型网络百科，将积极适应
网络时代内容动态更新趋
势，遵循百科出版规律，集中
发布后认真研究吸收各方意
见建议，适时充实完善条目
内容，进一步创新传播方式，
优化网站功能体验，更好满
足读者高品质、多元化、个性
化的学习阅读需求。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
21日宣布，当日在香港成功
发行2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
据。此次发行受到境外投资
者广泛欢迎，表明人民币资
产对境外投资者有较强吸引
力，也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
中国经济的信心。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
解到，此次发行的两期人民币
央行票据中，3个月期央行票
据100亿元，1年期央行票据
150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
2.40％和2.75％。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银行、央行、基金、保
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以及国

际金融组织踊跃参与认购，投
标总量超过700亿元。

近年来，在离岸市场发
行的人民币国债、金融债券
和企业债券不断增加，发行
方式和发行地点日益多样
化。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
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常态化
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
据，不仅丰富了香港市场人
民币投资产品系列和流动性
管理工具，而且带动了境内
金融机构、企业等其他主体
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
券，对于促进离岸人民币市
场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 21日电
（记者 张晓龙）塔克拉玛干沙漠可能
在距今30万年形成、塔里木盆地浮
尘可影响到华北地区和青藏高原
……在21日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
会上，科研部门相关负责人公布了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

据此次科考牵头单位负责人、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所长张元明介绍，2022年，第三次
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各参与单位取得
的重要成果包括：在额尔齐斯河流
域发现特有钩虾新物种，证明天山

及其周边地区是世界冷水性生物起
源地；在天山野果林区发现2个藓
类植物新种、39个寄生性天敌昆虫
中国新纪录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形成演化研究中取得新发现，提出
塔克拉玛干沙漠可能在距今30万
年形成的新认识，阐明风动力、下垫
面、沙源对风沙地貌塑造的叠加效
应，证实塔里木盆地浮尘可影响到
华北地区和青藏高原。

此外，参与科考的科研人员还
通过集成无人机、卫星和物联网技
术，新建26个无人区生态系统自动
监测站点；重建第一次和第二次新
疆综合科学考察数据库，初步实现

新疆科考数据共享服务；摸清多条
重要河流总体水量状况，对区域水
资源开发提出决策建议。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是
国家部署的重大科技项目，于2021
年12月正式启动。科考主要围绕
新疆绿色可持续发展，全面摸清新
疆资源环境家底，科学评判新疆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出新疆未来生
态建设、绿色发展战略和路线图，
建立新疆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大
数据平台，培养一支长期扎根新
疆、从事干旱区资源环境研究的战
略科技队伍，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建设。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 张辛欣）记者21日从
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印发通
知，组织开展第五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根
据通知，各省级中小企业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第五批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初核
和推荐。工信部将组织专
家对各地上报的推荐材料
进行评审和实地抽检，并根
据审核结果对拟认定的第
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名单进行公示。

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
新发展道路是巩固壮大实体
经济的重要举措。近年来，
我国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特别
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
育，从中央到地方，全局部
署、靶向发力，作出一系列重
要举措。工信部此前数据显
示，目前我国已培育8997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48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发布《2022年度中小企
业发展环境评估报告》显示，
疫情影响下，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显示出更强的发展韧
性。对参与评估报告的城市
开展问卷调查显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中，47.20％的企
业在未来一年有引进人才计
划，67.74％的企业有创新研
发计划，分别超出样本企业
平均水平16和25个百分点。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工信部将为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营造更好更优的发展
环境，进一步在资金、人才、
技术、孵化平台搭建等方面，
不断完善培育服务举措，力
争到2023年底，全国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超过8万家、“小
巨人”企业超过1万家。

2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在港成功发行

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培育启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集中发布

科研部门公布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阶段性成果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助力高质量发展
——聚焦2023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第二批措施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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