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9月 14日 星期三 3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符宏伟 校对 王艳

晚报版部主办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关 注

9 月 8 日，我省税务部门开发的“晋税通
App”正式上线，推出晋税通 App 十大业务场
景，以此打造高效智能的税费服务体系，让更
多税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这是记者当
日从“智慧税务体验师暨晋税通 App 上线”启
动仪式上获悉的。

近年来，我省税务聚焦纳税人、缴费人关
切，以智捷办税为目标，持续拓展网上办税事
项，233项税费事项实现“网上办”，全省 137万

纳税人使用电子税务局，“非接触式”办税已成
常态化。

晋税通 App 十大业务场景包括智能开办
领票场景，支持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类型市场主体，一键确认纳入税务管
理，并可同时完成首次发票申领、一般纳税人
登记等业务的办理；一键信息变更场景，通过
外部数据交换，自动获取市场监管等部门外部
信息，自动完成纳税人变更信息的预处理；简

易清税注销场景，支持纳税人通过晋税通 App
办理简易清税注销业务，可通过晋税通 App直
接完成清税证明开具；一键集成申报场景，支
持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增值税附加、文化事业
建设费等税费种申报表自动预填和一键申报，
快速完成税费申报业务；多元化缴税场景，在
三方协议扣款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通支付宝、
云闪付、二维码代付等缴款渠道和方式，更加
便利纳税人、缴费人缴纳税费；一键申报车购

税场景，对于在山西省内购买的普通乘用车、
摩托车，晋税通 App支持购车人和购车企业一
键办理车辆购置税申报；一键领用发票场景，
支持纳税人快捷办理发票领用业务；电子发票
代开场景，纳税人可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完成电
子发票代开和获取，同时在代开过程中为纳税
人提供受票方、开票项目乃至整张发票复用的
便捷操作等。 （任志霞）

据《山西日报》

找工作，有哪些靠谱的网站？如何
进行求职登记？有哪些专项活动可以参
加？9月 7日，省人社厅通过微信公众号
梳理了相关内容，供求职中的高校毕业
生参考。

为拓宽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
渠道，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人社部开通
2022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
序入口，搭建方便快捷的就业服务对接
平台。

求职登记小程序在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平台、中国公共招聘网、就业在线、
电子社保卡设有登记入口，同时支持通
过微信、支付宝等 APP 扫描二维码进行
登记。未就业毕业生可通过上述渠道，
在线登记个人情况、求职意向和就业服
务需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将与登
记毕业生进行联系，根据需求提供有针
对性的就业服务。

这几个靠谱的求职招聘网站供参
考 ：中 国 公 共 招 聘 网 httpjob.mohrss.gov.

cn；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服 务 平 台 httpjob.
mohrss.gov. cn202008gxindex.jhtml；中 央
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平台
httpwww. mohrss.gov.cnSYrlzyhshbzbfw⁃
ydSYka oshizhaopinzyhgjjgsydwgkzp等。

今年 8月底举办的秋季联合招聘会，
开展网络招聘、现场招聘、跨区域巡回招
聘及多样化就业服务活动。在国聘行动
中，24 家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
几十家地方各级产业园在官网归集发布
各类招聘用工信息。

今年 10 月，为期一个月的金秋招聘
月将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围绕缓解订单
旺季企业用工需求，搭建人力资源供需
对接平台，集中提供求职招聘、职业指导
等公共就业服务。

今年 11 月，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周将举办，发挥人力资
源服务行业优势，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优
质高效的市场化就业服务。 （武佳）

据《山西晚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充分认识进
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在生产、销售、交付、回收等各环
节明确工作要求，坚决遏制商品过度包
装现象，为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形成
商品过度包装全链条治理体系，相关法
律法规更加健全，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行
业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线上线下一体化
执法监督机制有效运行，商品过度包装
治理能力显著增强。月饼、粽子、茶叶等
重点商品过度包装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通知》明确 3 方面 11 项政策举措。
一是强化商品过度包装全链条治理。加
强包装领域技术创新，推动包装企业提
供设计合理、用材节约、回收便利、经济
适用的包装整体解决方案。防范商品生
产环节过度包装，督促指导商品生产者
严格按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强制性标准
生产商品，公开其执行的包装有关标准
编号和名称。避免销售过度包装商品，
督促指导商品销售者细化采购、销售环
节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有关要求。推进商
品交付环节包装减量化。加强包装废弃
物回收和处置。二是加大监管执法力
度。加强行业管理，进一步细化商品生
产、销售、交付等环节限制过度包装配套
政策，加强对电商、快递、外卖等行业的
监督管理。强化执法监督，针对重要节
令、重点行业和重要生产经营企业，聚焦
月饼、粽子、茶叶、保健食品、化妆品等重
点商品，依法严格查处生产、销售过度包
装商品的违法行为；坚持线上线下一体
化监管，建立健全对电商渠道销售过度
包装商品的常态化监管执法机制。三是
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健全法律法规，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制修订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地方法规。完善标准体系，制定食用
农产品限制过度包装强制性标准，适时
修订食品和化妆品限制过度包装强制性
标准。强化政策支持。加强行业自律，
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纳入行业经营自律
规范、自律公约。

《通知》强调，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
加大指导、支持和督促力度，建立工作会
商机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组织实
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引
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据新华社

9月 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法律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5 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以网络视频形式举行集体采访，对
这部法律的相关情况进行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
济法室主任岳仲明介绍，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是 2006年制定的，2018年对个别条
款进行了修正。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态势总体向好，但还存在一些问
题和短板。

修订后的法律压实农产品质量安全
各方责任。把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生产企业及收储运环节等都纳入监管
范围，明确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
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落实
主体责任。针对新业态和农产品销售的

新形式，法律规定了网络平台销售农产
品的生产经营者、从事农产品冷链物流
的生产经营者的质量安全责任，还规定
了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销售企业、食
品生产者等的检测、合格证明查验等义
务，明确各环节的责任。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负责，对工作不力、
问题突出的地方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
府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
要求整改，落实地方属地责任。此外，法
律强化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和标
准制定、实施，完善农产品生产经营全过
程管控措施，并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等。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
司长肖放介绍，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
标合格证制度从 2016 年开始在部分省

份试点，2019年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次
修订的法律把这项制度上升为法定制
度。

她表示，法律要求生产者在自控自
检的基础上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更好
落实生产者主体责任。同时，这项制度
更好促进产地与市场有效衔接。这次修
法还明确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目
录，对列入目录的农产品实施追溯管
理。承诺达标合格证对实施追溯管理是
重要的基础支撑。

本次修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提出了绿
色优质农产品这一提法，围绕增加绿色
优质农产品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竞
争力等强化了三个方面举措：

一是突出标准化生产，明确了农产
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范围，对健全标准体
系、推动按标生产、建立质量管理制度、
开展标准化示范创建等方面作了规定。
通过强化绿色导向、标准引领和质量安
全监管，促进各项绿色生产技术和质量
管理要求落实落地。

二是突出品质提升，鼓励选用优质
品种，采取绿色生产和全程质量控制技
术，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农产品精品品
牌。同时支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健全有关标准规范和监管保障机制，使
产地的“好产品”转化为消费者口中的

“好味道”。
三是突出质量标志管理，鼓励符合

条件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申请农产品质
量标志，明确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
和管理，为培育农业精品品牌、促进农产
品优质优价提供支撑。 据新华社

打造高效智能税费服务体系

山西晋税通App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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