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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起点”扬州

开发“影像+信息”系统
提高基础税源管控质量

——西工区地税局围绕需求创新实现税收精细化管理
今年以来，西工区地方税务局

为减少经济形势复杂带来的不利
影响，推动税收由粗放型管理向精
细化管理转变，解决当前信息管理
系统监控不够全面、税源管理浮于
表面等问题，依托现有税收业务征
收管理系统，结合基层实际征管工
作需求，研究开发了一套集影像、
数据、信息为一体，同时兼备查询、
考核功能的“影像+信息”税源信息
管理系统。该系统使征收管理过
程中的征、管、查、考达到规范化、
精细化的要求，真正达到对基础税
源管理看得见、管得住、利监督、便
考核的目的。

该系统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影像切入，数据整合。该系统

通过征收管理系统采集辖区纳税
人税务登记的基础信息，在此基础
上增加了每户纳税人的影像资
料。这些影像资料定期更新，将数
据信息和影像信息进行有效链接，
使该系统实现了“三个便于”的目
标，即便于一线管理人员管控税
源，便于局长、分管局长、所长监督
管理，便于机关业务部门考核监

管。另外，该局还将辖区纳税人的
经营用房屋使用情况信息录入系
统，为实现辖区房屋租赁业税收管
理提供信息，实现了对房屋租赁业
的有效监控。

形象直观，便于操作。该系统
设置地图查询、数据查询、数据维
护、系统管理 4 个模块，形象直观，
便于操作。地图查询功能是通过
网络电子地图的链接，实现对西工
区所有街道及楼宇内每户纳税人
的基本信息查询；数据查询功能是
根据每位使用者的需求设定查询
条件，迅速查找到每个纳税人的基
本信息；数据维护功能是通过对现
有征管信息管理系统数据的导入，
并按照该局实际工作需求设置的
条件，由管理员对原有数据进行进
一步维护，实现数据的及时更新；
系统管理功能是通过对每一位使
用者权限及职责的设定，来实现税
收分级监控和考核。这4个模块的
有机结合，实现了对基础税源信息
的实时更新、实时监控、实时考核。

边研边试，逐步推广。该系统
的研发是该局对当前基础税源管

理现状深入思考，逐渐构思形成的
一个创新举措，并列入该局2013年
征管工作的重点项目强力推进。
年初该局成立了研发工作小组，通
过多方协作，于 3 月初初步形成税
源信息管理系统雏形，并选择一个
临街、楼宇、商住较为典型的税务
所进行试点，征管、税政、计财等业
务部门跟踪问效，解决问题，逐步
完善。通过多次研讨和改进，形成
了最终版本的西工地税局税源信
息管理系统。下一步，该局将在试
点单位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向
全局其他各所全面推广。

围绕需求进行创新，结合工作
深入探索。该局局长李五亮深有
感触地说，创新探索可能存在这样
或那样的不足，尽管目前处于试点
阶段，但只要不断完善，定会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更好地满足时代的
需要。 （王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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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点”字是它的最大特征。扬州
是运河的“起点”、盐运的“起点”，是长江和运河的“交点”，是
帝王南巡的“终点”……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扬州境内开挖邗沟，一个延续了千
年的运河挖凿工程就此拉开了序幕，扬州城也因“运”而生，因

“运”而兴。

与古运河同龄的城市

在扬州城的东北部，有一条著名的运河遗迹，它就是古邗
沟。我们来到古邗沟旁，如果不是看到纪念碑，很难相信这窄
窄的河道居然和大运河有关。

“这条貌不惊人的小河，有着惊人的地位，因为它是古运
河最早的一段。”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特约馆员王志军说，
邗沟是世界上最早的运河，扬州则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中国
唯一与古运河同龄的城市。

今年70岁的当地居民成金林说，邗沟河道已废弃多年。
邗沟西侧，穿扬州城而过的古运河则通航至今，经常有货船、
客船从河面经过。

“大运河的第一凿，正是从邗沟开始的。”王志军说，春秋

末期，吴王夫差苦于长江、淮河之间无直通道而开凿邗沟。无
人料到，这个原本为军事目的开凿的运河，却成为承载经济命
脉的京杭大运河上举足轻重的起笔。

关于吴王夫差开凿运河的事，《左传》只写了7个字：“吴城
邗，沟通江淮。”时间是在公元前 486 年。史书上用“举锸

（chā）如云”形容当时开挖邗沟的场面：吴国士兵们挥舞的铁
锹像天上的云彩一样连成一片，其壮阔热烈，可想而知。

“运河挖成了，吴王夫差在扬州筑邗城，运河就取了与邗
城关联的名字——‘邗沟’。”王志军介绍，因为利用天然湖泊
以减少人工，邗沟线路曲折迂回，全长200多公里。东晋时改
修邗沟南段，这条长达30公里的新渠，便是仪扬运河的前身，
后来隋代曾两次重开此河，成为南北大运河中的重要一段。

史载，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隋炀帝在开通济渠的同
时，又发淮南民10余万开邗沟，自山阳（今江苏淮安）至扬子

（今扬州城南扬子桥附近）入江。这是在邗沟旧有基础上一次
大规模的整修扩大，形成了后代运河的规模。自隋以后，每年
数十万石、百万石的漕粮和江淮物资经过邗沟运达关中。邗
沟成为一条重要的经济与军事命脉。

“唐代，穿扬州城而过的运河被称为官河，运河水系在扬
州城市的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王志军说，至元代，京杭大运

河全线贯通，新运河从山东临清向东南开凿，直接
黄淮水系，再下接扬州运河、江南运河等旧运河的
河道，直达杭州。这样，从杭州一路北上，可直抵元
大都（今北京）旁的通州，实现了海河、黄河、淮河、
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一脉相连。

千年古渡沟通大江南北

“泗水流，汴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瓜洲是扬
州的一个古渡口。宋朝诗人王安石的《泊船瓜洲》
有“京口瓜洲一水间”之句，说的就是扬州（瓜洲）与
镇江（京口）隔水相望的地理位置。

京口于瓜洲离得有多近？当地居民给我们讲
了一个故事，说镇江金山寺的和尚想吃点豆腐花，
只需在山上喊一声，瓜洲镇的小二马上就会踩着一

条条紧挨着的船帮，将豆腐花飞奔着递过去，送到寺里时，豆
腐花还烫手呢。

“京杭大运河的繁盛，曾使瓜洲这个运河入江口成为沟通
江南和江北的重要联结点。”王志军说，瓜洲在隋唐时期还是
一个处在大江中四面环水的岛，属于镇江京口地区管辖。到
唐代，为了缩短京口到扬州的航线，当时管理京口的官员主持
开挖了一条从瓜洲直通大运河的伊娄运河（也称瓜洲运河），
瓜洲渡口这才成为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船只出了京口，横
渡长江，经过这里进入伊娄运河抵达扬州，一路畅通无阻。瓜
洲后来也被分江为界，划归扬州管辖。20世纪50年代，国家
对京杭大运河进行整治时，航道又东移入江，不再经过瓜洲。
如今，“其形如瓜，故曰瓜洲”的古渡口，随着河道的变迁，几乎
没有人再从这里过江。

大运河造就扬州发达盐业

来到古运河畔的扬州市康山文化园，一座盐宗庙非常引
人注目。虽然经历了百余年的沧桑，但宗庙内构架、梁、枋、桁
上遗存的彩绘，由于后来天花板的长年封护而得以幸存，其中
部分彩绘至今仍绚丽多彩，也有部分由红、黄、绿、青、白、黑组
成的彩绘显得沉稳肃穆。

据讲解员介绍，盐宗庙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两淮
众盐商供奉宿沙氏、胶鬲、管仲三位盐业始祖而建，是扬州盐
商举行祭祀仪礼的场所。晚清重臣曾国藩先后担任过两江总
督兼盐政大臣、钦差大臣、直隶总督等职，曾国藩去世后，朝廷
下达旨意，可在他任职过的地方为之建专祠。当时扬州的地
方官员就将原盐宗庙改祀曾国藩，因此，盐宗庙也被后人称为
曾公祠。

“在漫长岁月里，大运河孕育了扬州这座独特的运河名
城，贯通了扬州河湖，定格了扬州城市格局，缔造了数度经济
繁华。”王志军说，大运河不仅具有漕运功能，也有盐运功能。
明清时期扬州的辉煌，是建立在水运优势和盐业专卖基础上
的辉煌，而扬州盐业历史遗迹是因大运河便利的交通条件而
造就的，是漕运、盐业等产业繁荣的历史佐证，体现了大运河
便利的交通功能。 本报记者 戚帅华/文 鲁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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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绍绪宅第是扬州现存最大的盐商古宅古运河通航至今

古邗沟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