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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人可能会认为，高空抛物只是
一件小事。然而，近日“男子高空抛物砸
死路人被核准死刑”的新闻冲上热搜，进
一步引起人们对高空抛物问题的重视。

今年7月，市委宣传部、市委文明办
印发《十件“小案小事”治理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聚焦不规范停车、不礼让斑马
线、不文明养犬、高空抛物坠物、“牛皮
癣”、垃圾分类不准确、不文明上网、餐
饮浪费、乱扔乱吐、“坝坝舞”噪声扰民
等10件人民群众关切、反映强烈的身
边“小案小事”。

“小案小事”说的都是可感可知的
民生问题，是老百姓自己的事、身边的
事。为了推动这项工作落实落地，市委
宣传部、市委文明办统筹联合市委网信
办、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城市
管理局、市商务委等20个市级部门的
力量，每件事都有牵头单位，落实了主
体责任。重庆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地抓这项工作？

“小案小事”关乎国计民
生、社会和谐、城市形象，处理
不好危害甚巨

专项治理列举的10件事，在部分
人看来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扪心自
问，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过违规停
车、餐饮浪费、乱扔乱吐？可能是有的，
只是多数人会认为这些事司空见惯，并
没有引起重视。

但仔细想想，这些事确实又是我们
生活中发生频率较高、容易被忽视的

“小案小事”，有些甚至是“屡教屡改”
“屡教不改”的问题。很多习惯教育从
幼儿园就开始了，却要通过社会治理来
推动，本身就说明了要改掉这些陋习，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小案”真的小吗？真不是。以高空

抛物为例，2023年，吉林长春一名男子
高空抛砖头，砸中正在夜市小吃街的28
岁女子小娄，致其不幸离世。事后公安
机关调查发现，该男子此前还曾在高楼
向外投掷两桶5升桶装水、3罐未开封的
可乐，砸到另外两人。6天抛物十几次，
原因竟是“想跳楼不敢跳，用这种方法求
死”。近期，该男子因危害公共安全被法
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种判例在生
活中并不多见，但足以说明其危害程度。

“小事”真的小吗？更不是。以不
文明上网为例，不久前，“成都大规模拆
迁，有人获赔上千万”话题引爆网络，上
了各大平台热搜。10月17日，成都警
方通报称，该“新闻”为AI软件生成的
虚假信息，违法行为人闫某某等4人因
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至于“牛皮癣”和噪声扰民的“坝坝

舞”，也都是在这座城市看得见、感受得
到的创痕与伤疤，治理不好，很容易让
老百姓质疑城市管理的水平和能力。

越是“小案小事”越是涵
盖面广，越容易形成共性的
事，治理难度越大

抓好“小案小事”治理，有几个问题
需要重视：

重治理，轻培育。对于部分市民的
不文明行为，曝光、罚款当然是一种治
理手段，但从长远来看，文明新风培育
可能更加行之有效。

总体来说，无论是治理还是培育，
都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不太可能立
竿见影，一蹴而就。需要从小抓起的学
校教育，需要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需
要有规可循的社会教育，需要有法可依
的法治教育，不是发两个文件、搞几次
宣传、罚几个典型就能解决问题。

重力度，轻温度。对“小案小事”，
更应注重服务化执法，重服轻管，重教
轻罚。部分执法人员能力不足，执法理
念滞后，有意无意把“执法为民”变成了

“对民执法”，甚至“出手必罚、有罚必
重”，只讲力度不见温度。

以违规停车为例，有些部门只知道
“贴单子”一罚了之，压根没有考虑过如
何解决老百姓停车难，如何引导市民合
法停车等实际问题，百姓怨声载道，有

关部门漠然视之。还有一些部门习惯
于搞搞运动、搞搞突击、搞搞形式，变通
执法，既无警示力度，也无教育温度。

喊得响，落地轻。“小案小事”具有
日常广泛、随机偶发、复杂多样的特点，
缺乏严格的执法手段和明确的处置标
准，往往难以有效治理。

比如随地吐痰、高空抛物等瞬时性
不文明行为，不文明行为主体短时间内
快速流动，证据采集及保留困难，认定
处罚存在较大难度。这就需要多部门
联动协作实施综合监管、依法惩治，形
成合力。但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个别
部门重视程度不够，联动意识不强，雷
声大雨点小，流于形式。

靠人力，缺智能。城市需要“智
理”，这是趋势。目前重庆整体智治水
平还有待提高，仍大量依赖人工巡查和
举报，缺乏智能化的监控和预警系统，
对各类不文明行为的监测、发现、预警、
处置能力不足，未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提高执法效率和精准度。此外，市
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与反馈渠道不多，
缺乏信任度，难以形成有效的交流机
制，治理效能不高。

所以，千万别以为小事好办。以文
明养犬为例，有的人很喜欢狗，觉得狗
叫两声或者偶尔随地大小便不是什么
事情；但也有人不喜欢狗，对这种行为
非常反感。类似情况，城市治理相关部
门很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在“可否忍
一忍”“我为什么要忍”之间原地转圈。

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
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
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
的治理新路子

像重庆这样的超大城市，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要与这个城市相匹配，就需
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从老百姓的民
生关切“破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全市各类不
文明行为大幅减少，巴渝文明新风尚不
断厚植，市民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
度有所提高，小事情有了大变化，但还
需继续发力：

一盘棋，多张网。“小案小事”治理需
要“一盘棋”思维，建立培育与治理、自律
与他律、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长效工作
机制，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
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
局。同时要发挥多渠道、多行业作用，特
别是要发挥好宣传教育功能，让文明之
风吹到每一个角落，集中式整治和常态
化治理相结合，确保常态长效。

好榜样，有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在舆论引导中，要讲好“小故事”

“好故事”，积极挖掘在解决“小案小事”
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树立
正面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激发
社会正能量。探索法律监督、舆论监
督、社会监督多元机制，以文明行为引
领身边人、带动身边人，争做文明行为
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特别是调
动年轻人的积极性。

边执法，边普法。“小案小事”需要德
法同治，相关部门要文明执法、协同执
法、专业执法，做到边执法、边普法，同步
提升市民的法治意识和文明意识。不断
优化执法方式，广泛运用说服教育、劝导
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非强制性手
段，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
罚清单，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让文
明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多场景，数字化。著名教育家叶圣
陶说，教育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养
成良好的习惯。文明养成是一种习惯，
但有时候需要一生的时间。社会发展
到了今天，人们的行为习惯、文明素质，
早已大大提高，但也有新的文明场景、
文明冲突，需要达成新的共识。

因此，在宣传教育引导过程中，更
要注重多场景、数字化、适用性，有些问
题甚至可以提前介入。比如横穿马路，
完全可以通过数字智能系统分析问题，
万一真是斑马线设置的问题呢？

“小案小事”是我们身边的文明细
节，是全体市民对自己行为的一次对照
剖析。“小案小事”不起眼，却关乎民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推动“小案小事”专项治理，不仅是
重庆“大城小治”的生动实践，更是对这
座城市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在新时代
的征程上，重庆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
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的发展目标迈进，用实际行动诠释
着“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深刻内涵，并以此为契机，想尽办法加
大力度全方位提升市民素质。

因为，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城
市的核心还是人，市民的文化素养、文
明习惯、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才是一座
城市最大的辨识度，才是城市持续快速
发展真正的源头活水、强大动力。

重庆纵深推进十件“小案小事”治理专项行动

让文明素养成为城市最大辨识度

▲北碚区嘉陵风情步行街，街头斑马线旁打出了“礼让斑马
线·文明我点赞”的标语牌。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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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服务中心川渝高竹新区税费征管服务中心 摄摄//李显彦李显彦

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是吸引企业
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

多年来，渝北区税务局致力于“精
细服务”提档升级，不断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以更有力度、更有温度、更有精
度的惠民利企服务，为企业发展和地
方经济繁荣贡献税务力量。

税法遵从成风尚
助企“诚”风破浪

一袋袋汤汁料包从前端机器上
货，经机械装袋、打包后，直接搬上货
车，这批还带着余温的火锅底料将直
接飞往11000公里外的加拿大。作
为一家食品生产老牌企业，秦妈食品
有限公司以其独到的经营理念、依托
政策春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我们很荣幸能连续十年保持纳
税信用等级Ａ级。公司发展至今，离
不开渝北区税务局的大力指导和帮
助。”秦妈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良好的纳税信用等级让公司发展
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与办事便利。

同为“十连A”的重庆元创汽车
整线集成有限公司感同身受。“A级
纳税企业的身份让我们获得了更及
时的税费优惠以及更贴心的纳税服
务。”该公司财务负责人表示，去年10
月，得益于税务部门针对A级纳税人

的精细服务，公司很快就完成了先进
制造业企业的资格申请，及时享受到
相关税费优惠，截至今年7月已累计
减免税额170万元。

近年来，渝北区税务局大力推进
A级纳税人培育专项行动，助力纳税
信用积极融入社会信用体系，让守信
企业切实享受到便利和优惠，成效显
著。

“当前，渝北区A级纳税人已达
到2820户，其中‘十连A’企业17户、

‘五连A’企业84户、‘三连A’企业
560户。”渝北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
说，全区市场主体税法遵从度持续提
高，依法诚信经营理念深入人心。

普法宣传接地气
形式多样重实效

来到渝北区红叶路99号，迈上阶
梯走进大门，宽敞、整洁的服务大厅映
入眼帘，涉税自助服务区、税收法律知
识长廊……各功能区域划分明确，让
前来办事的市民一目了然。

这里既是渝北区三龙办税服务
厅，也是全市首个“沉浸式”税收法治
宣传教育基地，有别于传统的普法教
育场所，渝北区税收法治宣传教育基
地直接把基地呈现于日常办税场景之
上。

行至二楼，“税收法治宣传教育基
地”的标识十分醒目，该基地设有办税

缴费体验区、税收文化展示区、法治品
牌工作区、交流培训互动区四大区域，
通过图文并茂、实物展示、配备设施等
方式，实现了综合展示、普法教学科
研、税费争议调解、线上直播一体化运
作。

“在三龙办税服务厅设立普法阵
地，无论是在宣传覆盖面还是普法效
果上，都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
果。”渝北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说，“在
这里，纳税人缴费人办完税费业务就
可以同步参观，更加亲民、更具实效。”

据悉，该基地还与渝北区司法局、
西南政法大学以及相关行业协会联
动，设立了西南政法大学教学科研实
践基地、“枫桥式”税费争议调解室，全
面放大了税收普法教育的窗口效应和
辐射效应。

聚焦纳税人需求
企业经营更舒心

走进全国首个一体化运行的跨省
域税费征管服务中心——川渝高竹新
区税费征管服务中心的智慧办税区科
技感满满。百余平方米的空间内，智
能填表终端、综合一体终端、社保川渝
通办机等十余台智能终端设备错落有
致，“问办导”导税台立于中间。

“我们进行了‘去柜台化’改造，探
索推行‘一般业务线上辅助办理、复杂
业务后台兜底办理’的服务模式。”渝
北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新
电子税务局，办税区还建立了“征纳互
动智慧仓”，资料线上全域流转，做到

“高竹一点，办川渝全域”。
“受益于两地从优的税费政策，今

年1月至8月，我们已享受税收优惠
100万元。”兴宇新材料负责人殷光华
表示，公司是最早一批由重庆搬迁至
川渝高竹新区的企业，如今由扎根走
向发展，步子越迈越稳。

为企业发展降本、增效，渝北区税
务局全力助企稳预期、强信心、增活
力，推动企业向阳而生、乘风而长。

詹米璐 杨敏
图片由渝北区税务局提供

谋税收营商环境之优
蓄经济高质量发展之势渝北区税务局

▲两江新区礼嘉街道嘉和社区，技术人员正在屋顶安装
防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高新区虎溪街道中央公园，市民正在参与垃圾分类互动
游戏。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