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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齐河县地税局，浓郁的文化氛围扑面
而来。无论是机关科室内，还是服务大厅里，
工作人员朝阳般的精气神，认真负责的态度，
满面春风的笑容，为来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如果你去他们的文化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
地、文化大讲堂和纳税人学校看看，震撼的感
觉也许就会在你的身上发生。他们的文化不再
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演在台上、滚动在屏
上，而是刻在心里、握在手里，体现在细节
中。作为基层地税局，能够创新出如此朴实、
管用、且独树一帜的“七子文化”，真的是难
能可贵。

个性化文化

打开共性之锁

为实现全面提升，齐河县地税局根据省、
市局要求，大力开展软实力建设。他们变权力
管理为心力管理，变压力管理为动力管理。坚
持“四德”立基、管理强队、服务兴税原则，
为自己画出了幸福德州—大义齐河—真情奉
献—活力地税的文化建设路线图，形成了独具
齐河地税特色的文化框架——— “七子文化”五
大体系，并构建了“真情”服务品牌。

局党组认准了文化管理这条路子，按照
“站位高、带队严、作风实、勇创新、讲奉
献”的标准，在勤政上，强化高效复命的意
识，倡导勇为、善为、速为、共为；在廉政
上，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做到不试水、不滑
坡、不碰高压线；在管理创新上，大胆探索，
勇于尝试，善于借鉴，攻难克坚。

一种文化，总有其渊源。齐河地税的“七
子文化”，既是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基因文
化，又是团队规范化管理的必然要求。齐河地
税的团队精神是齐心协力、永争第一。他们
说，人心齐，泰山移。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用
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用心成事，并
提出了“五个一”理念，即“一家人、一条
心、一股劲、一盘棋、一个梦”。

齐河地税将“立说立行，高效复命”作为
团队作风，倡导“言行一致，口心合一，说了
算，定了干”的做事风格，以“速度、效率、
效益”履行所担承的使命。基层所的一位负责
人告诉笔者，过去我们讲思想工作有“一把钥
匙打开千把锁”的功能，今日齐河的文化确有
“个性化钥匙打开共性锁”的功效。过去，个
别“庸懒散、浮乱浅、只管喊”等现象被人忽
视，如今被人鄙夷，被人嫌弃。潜下心、俯下
身、提起神、鼓起劲的人越来越多，可见文化
的牵引力、内驱力是巨大的、可持续的。

“七子化”管理

管出齐心之行

齐河地税文化的可贵之处在于“去大道
理”化，不喊口号，不唱高调，不做表面文
章，而是创立了一种务实、形象的“具象化文
化”。局长李成名说，大道理得讲，但小道
理、实道理、特别是亲道理更得讲。亲道理？
看到我们不解的眼神，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李霞笑着解释：亲道理就是贴近群众、为了群
众、造福群众的亲情化管理之道，这是局党组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最深切感悟。

所谓“七子”，又有“齐子”之意。这是
齐河地税人经过深入调研、专家论证，从“七
子管理法”过渡到“七子化管理”，最终被称
为“七子文化”，其特点是新颖、易懂、易
记、易实践，她为齐河地税的发展注入了诸多
活力。“七子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一支曲

子、一杆尺子、一面镜子、一把剪子、一条路
子、一架梯子、一汪泉子。

一支曲子，乃心灵曲。这是齐河地税人的
“心灵曲”。它倡导心力管理、心灵美容、心
心相通。其基本诠释是：“四德”立基，心路
畅通，快乐而为。“养树先养根，管人先管心，
根系树之命，心乃人之魂。”齐河地税以心为
本的“心本”经验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深
化细化。经过实践，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
活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被称为齐河地税
文化交响乐中最核心最优美最有感染力的曲子。

一杆尺子，乃鲁班尺。俗话讲，无规矩不
成方圆，有尺度才知长短。当年鲁班发明“班
尺”后，统一了尺子的使用。齐河地税人根据
尺子原理，认为尺子就是标准，就是制度。为
此确定了“标准化管理、标准化考核和标准化
服务”。齐河地税党组提出了“制定制度要科
学、制定标准有依据、执行标准不走样、丈量
标准一视同仁”的要求，抓好制度建设，定好
规范标准。在全局形成人人量人、人人被量的
良好氛围。为达到“信尺子、用尺子”的目
的，齐河县地税局出台了《思想政治工作制
度》、《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以及会议制
度、联席制度、学习制度、检查考核制度、奖
惩制度、报告制度、经费保障制度、调查研究
制度、谈心交流制度等。

齐河地税的制度建设，就像一杆万能尺，
量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分量、干部职工的心灵
高度、道德暖度，也量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短板。他们的绩效管理，对优秀者表扬，及
格者鞭策，不及格者实施约谈、处分和限时整
改。提出了人人都得为“两化同建”(规范化县
局、标准化所)尽心而为。今日齐河地税制定的
一系列规章制度，就是一杆衡量自己和团队的
“班尺”，在这杆尺子面前，包括领导决策
层、中层管理者、普通员工，都是应“量”和
被“量”的对象，营造出了一种“被量是一种
常态，量人是一项工作，取长补短是一种习
惯”的大文化环境。

一面镜子，乃风貌镜。常照镜子，方知己
容；镜子常照，看清己貌。这就是对齐河地税
人“让省身成为一种习惯”的形象化诠释，其
基本含义是：看清自己，知与他人差距；照透
自己，尽快去污除疾。作为身负使命的齐河地
税人，他们自觉以党纪国法为镜，以规章制度
为镜，对照群众期盼、对照先进典型，对照改
进作风的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
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真正照一照
镜子，找一找差距，晒一晒问题，健一健身
体，他们在工作中认真对照党章、对照廉政准
则、对照先进典型、对照群众期盼，查摆在
“四风”上的问题和“短板”，立说立行，立

查立改。他们在文化教育基地也设了三面镜：
风貌形象镜、心灵透视镜、行为监察境。并提
出了镜鉴“三要”：做人，要学望远镜——— 目
光高远，心胸开阔；做事，要学显微镜——— 洞
察入微，细致准确；为人，要学平面镜——— 正
直纯朴，以诚相待，光明磊落。同时提醒大家
牢记镜鉴“三不”：做人，千万不当放大
镜——— 虚张声势，夸大其词；做人，千万不当
哈哈镜——— 抹杀真理，哗众取宠；做人，千万
不当有色镜——— 颠倒黑白，模糊不清。号召大
家，清清白白做人，端端正正做事。

一把剪子，乃春风剪。将安全健康文化纳
入重要管理议程，其核心是：树不修剪难参
天，心不修剪难致远，身不修剪难康健。

齐河地税人把剪子比喻为“春风剪”。因
春风具有优秀的品格：春风之情不疏于一隅/春
风之暖不舍于一人/春风之志不废于一阻/春风
之胆不惧于一危/春风之公不偏于一侧/春风之
道不弃于一异/春风之利不漏于一杂/春风之剪
不隐于一私。

齐河地税将“春风剪”上升到安全工程，
一剪在手，剪掉坏毛病，剪掉多余枝，剪掉杂
乱事，剪掉歪邪气，也剪掉了妨害成长发展的
一切阻力。发现邪枝歪芽毒花杂草，“春风
剪”就会毅然上阵，以春风性格，驱寒播暖，
剪杂保干。剪杂保干体现在党员干部身上，就
是按照中央“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
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
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

一条路子，乃光明路。光明路，如何筑；
光明行，怎样行。齐河地税人用一首打油诗作
了回答：四德立基基石牢，价值取向定坐标，
党的方针指航向，责任铺筑光明道。

路有长度。局党组认为，局党组最大的责
任莫过于带头走好人生路，教人选择正确路，
帮人走好每一步，助人有个好前途。对一生和
一步的感悟是：一步，看似很短；一生，看似
很长。一步既可是一生，一生亦可是一步。走
好一生，就必须重视每一步，特别是那关键的
几步。要走好人生中的每一步，就要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三
观”，人生之路才不会走邪跑偏，才会畅行无
阻，光明璀璨。

路有宽度。用责任拓宽道路，用责任成就
人生。齐河地税以德为基，以责为翼，形成了
责任文化体系：责任文化内涵是责任锻造人，责
任成就人，责任完善人；责任文化使命是激发
生命潜能，走好人生之路；责任文化精神是敢
于负责，勇于担责，全力尽责。勇负责、敢担
当的意识，既覆盖了人的观念、感知、认知、
行为各个层面，辐射到了工作、家庭生活和社
会活动等各个领域，又能按照不同层次，有针

对性地解决了人生进程中的诸多困惑和问题。
路有清度。齐河地税在市局廉政文化“树

立正确价值观，走好人生路”和“廉接你我，
幸福人生”理念的指导下，尽责任心，铸员工
魂，把廉政学习、廉政教育常态化，将廉政理
念变行动作为自己的责任，告诫人们：人生两
条路，自己来选择，选择对与错，结果两重
天。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
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不愿腐
的自觉机制。使员工在实践中树立了正确的抉
择观、道路观、美丑观和安危观。

齐河地税在践行廉政活动中，以“明是
非、知廉耻、晓荣辱、倡新风、促和谐”为主
要内容，将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前沿阵地、核心
动力，实施了“上、中、下，岗、园、家”的
立体化廉政文化工程。实施了“教育引廉、读
书养廉、亲情助廉、制度保廉、监察督廉”五
大廉政工程。

路有和度。全力开展了德义文化入脑、入
心、入行的“三入”活动，以关心人、培养
人、成就人为根本目的，规范全员的行为，不
仅选准正道，还要严遵“路规”，从正确处理
“做官与做人、个人与集体、权力与责任”三
大关系入手，以“用制度规范工作，用制度监
督制约，用制度保护干部”三用标准，建章立
制，遵规守制，保证发展质量。对个人来说，
坚持“自省、自律、自警、自励”之“四自”
准则，提升个人成长的速度与质量；对整个团
队来讲，以扎实开展“转作风、提效能、优环
境、促发展”四大主题活动，加强行风建设，
让集体之路和每个干部职工的人生之路，一路
精彩，一路畅通，一路光明。

路有畅度。毋庸讳言，中梗阻现象在各行
各业体现得都比较明显。地税也一样，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齐河地税有过深度思考和大胆实
践。首先，思想要厘清，让全体干部职工真正
理解上级精神的实质，打通接收之路；其次，
方法要正确，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学习、宣贯，
打开人们的心路；再次，解决“强调了就完成
了，贯彻了就落实了”的错误认识，铺筑起服
务优质、管理优化、效益优良的金光大道。

一架梯子，乃愿景梯。构建起共同成长的
发展文化。在所有人都在为给团队及下属搭建
了好的平台而欣喜自豪时，齐河地税却从“平
台”上升到了“舞台”，上升到了梯子。舞台
是让每一个人演好自己的角色的地方，梯子是
助力登攀的有效工具。齐河地税的梯子理念与
举措，最大化实现着人生价值和团队价值。

他们弘扬“能助他人高升，自己却看不到
远处风景”的梯子境界，“踩着我的肋骨上
吧，登高才能望远，见多才能识广”的梯子品

质，“从我身上踏过的人越多，就证明我们的
人才越多，民族越强盛”的梯子精神，用“上
拉法”、“托举法”、“点拨法”、“影响法”等
方法，让人才脱颖而出，让骨干担当重任。

一汪泉子，乃税源泉。正确树立经济与税
收的关系，经济决定税收，如果没有经济的发
展，税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他
们视服务地方发展为己任，准确把握经济增长
与税收增长的内在规律，加大税法宣传，强化
以“征纳相盈”为品牌的纳税服务，大力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开展“六源工程”建
设，切实把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到税收上来，
为齐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
保障。1994年国地分设时税收仅1162万元，2010
年就达到了4 . 5亿元，2013年达到12亿元，2014
年预计达到14亿元。

“动车说”运用

呈现出团队力量

为什么齐河地税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各
项工作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其实也离不开
他们的“动车组理论”。有专家说，这都是
“七子”坐上动车号的效应。当然，他们不否
认“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带动作用，
但齐河地税人受动车组高效快捷运行的启示，
根据“动车组”运行原理，启动了齐河地税
“动车号”发展工程。如何将动车组原理运用
于齐河地税的工作实践，使之动而有序，活而
有力，动而高效，活而优质，齐河地税人在探
索与实践中摸索到了一些规律：带动与主动、
分工与共振、自动与联动、心动与行动，要做
到相得益彰、规范有序，这就是齐河地税人一
贯倡导的团队精神：团结协作、共为共振、和
谐发展、一往无前。通过弘扬这种精神，营造
出了“领导带动、全员齐动、征纳互动、社会
联动、有序制动、激情涌动”的良好局面，为
“幸福德州、活力地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
力源，从而在全局形成了一种“动车”模式。

齐河地税在《七子化与动车组》、《引用
动车理论，构建税收环境》、《运用动车理
念，促进地税快速发展》诸多课题研究的基础
上，还创立了自己的“动车说”，得到了有关
领导、专家学者的认可。在实践中，为确保
“七子化动车号车厢”们的有序衔接，齐河地
税人首先抓职责清晰。按照“以事定岗、以岗
定责、权责相当”的原则，初步建立起了覆盖
全局的岗位管理体系。二是抓标准明确。通过
分岗位设立工作目标，将表述性的工作标准数
量化，发挥尺子作用，使每项工作都可量、能
量，有章可循，增强了可操作性。真正做到了
税收征管标准的精细化。三是抓流程优化。本
着“简便易行、减少失误、提高效率”的原
则，优化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入库、
税源监控、纳税评估、督察内审等工作流程，
保证了工作的畅通。最应该提及的是，近日他
们又启动了两个“最后一公里”工程，即在思
想上、行动上、效益上解决对上级要求“最后
一公里”和与纳税人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并提出了“最后一段渠”、“最后一面闸”和
“最后一个结”等解决方案，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有声有色。

七子化带来新变化，“七子化”促进大升
华。廉政文化基地、文化教育基地、先锋阵
地、文化大讲堂、纳税人学校、职工舞台等，
设施完备，功能齐全，成果累累，效果良好，
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我们带着恋恋不舍
的心情将要离开齐河县地税局的时候，他们满
怀信心地对我们说：欢迎年底再到齐河县地税
局，看看绩效管理、纳税服务规范、标准化建
设取得的成果。我们愉快地答应，相信齐河地
税明天会更好。

“七子化”管理：崭新的七把金钥匙
——— 齐河县地税局创新管理模式成效显著

地税软实力建设有声有色、扎扎实实局长李成名带领班子成员走访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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