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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通城县地税局充分发挥
“四个维度”相互叠加的效应，全面提升
国税与地税联合稽查质效，实现国税、
地税和纳税人三方共赢。

整合制度“固根”，加大联合稽查力
度。制定和完善稽查信息共享、联合稽
查选案、联合税收检查、联合惩戒等相
关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共性问题和有
争议的问题，对数据交换、稽查检查、纳
税信用管理、非正常户管理、纳税人学
堂等方面的合作事项进一步明确，通过

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强化保障。
纵向延伸“强干”，增加联合稽查精

度。围绕稽查工作的4个环节，在确定联合
稽查对象、联合进户检查、协同审理及移送
案件、协同税收保全和税收强制执行等关键
节点深入合作，实现查前“一盘棋”、查中“一
股绳”、查后“一把尺”，进一步整合稽查资源，
提高依法治税水平，降低纳税人成本。

横向结合“添枝”，拓展联合稽查广
度。树立“大稽查”的工作思路，建立合
作常态机制，搭建“国税+地税”的合作

框架，统一制定方案，协同调查取证，同
步提取电子数据，相互告知违法线索，
共同分析税收风险，确定检查办法。

管服并重“繁叶”，挖掘联合稽查深
度。以定期“体检”为契机，针对企业所
属行业的特性，提供个性化的纳税服
务。国地税通过联合曝光案件、联合开
展税收宣传活动等形式，增强纳税人的
风险意识，降低非主观故意税收违法的
成本，提升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满意
度，增强纳税人的获得感。（张洞石）

联合稽查渐入佳境 互惠互利三方共赢

面对营改增后组织收入工作压力，
通城县地税局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凝心
聚力、直面困难。近日，该局吹响了组
织收入工作冲锋号。

为确保全年税收目标任务完成，该
局通过召开动员会、誓师会等形式，交任
务、压担子，掀起了“千方百计强征管，齐
心协力抓收入”的热潮。要求各单位压
实责任、列出清单、挂图作战、狠抓落实。

向重点税种要收入。该局增加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征收比重，加大
房土“两税”、土地增值税清算入库力
度。向创新征管要收入。以金税三期
核心征管系统为基础，以国地税合作为
契机，进一步强化“信息管税”，加强残
保金等非税收入征收、入库。向深挖税
源要收入。加强重点税源、重点区域、
重点工程的税收征管，在小税种、零散

税源上下功夫，既注重收入规模，也注
重收入质量。向稽查服务要收入。发
挥税务稽查的震慑作用和攻坚作用，不
断推进纳税服务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
治税环境和纳税服务环境。

该局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讲政治、顾
大局，组织收入工作尽职尽责，守住底线，
规避风险，坚决不碰“红线”和“高压线”，
全力完成全年税收目标任务。（张洞石）

冲刺税费收入“百日攻坚战” 赤壁市地税局

健康服务暖人心
拿到体验报告，赤壁市地税

局退休干部老吴高兴地说：“各项
指标都很正常，多亏了局里的健
康服务，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让
我感到了作为地税人的自豪。”

近年来，由于生活环境污染
严重，加上保健意识差，老吴与身
边的一些人的健康都出现了一些
问题。地税局工会组织健康知识
培训，开辟健康宣传专栏，主动为
退休干部订阅《健康时报》《医食
参考》，提高干部的健康意识。同
时局党组决策建设、租赁篮球场、
羽毛球场、乒乓球室和阅览室，购
置了健身器材和常用检测设备，
工会定期为干部量血压、每年组
织职工到市进行健康检查，为全
体干部职工建立健康档案，因人
制宜制定参考食谱和健身计划。
2016年，该局成为赤壁市健康创
建示范单位，引来赤壁市直各部
门纷纷来取经。(吴学军 但敏)

马拉松

热潮中的“冷”思考
2016年被誉为国内马拉松运动的井喷年，在中国田协登记的马拉松赛事，从去年的134场，激增到今年的306场，此外还有难以统计的“野马”，

即非田协管理的马拉松赛事。一面是马拉松之火，一面是流传在朋友圈的一些文章，诸如《中国式马拉松，商业驱动下的愚昧狂欢》等，吸引着对这项
运动抱有奚落、嘲笑人们的点赞转载，甚至以讹传讹。那么，在对待这项运动的一热一冷之间，该如何平衡？笔者以为，当下的国内马拉松确实有过
热的趋势，是该冷静思考一下的时候了。

从2015年开始，国内马拉松赛事
呈现井喷之状。由 2011 年的 22 场、
2012年的32场、2013年的45场、2014
年的50场、2015年的134场到2016年
的 306 场，赛事数量年均增长率约
28%。据中国田协10月12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6年共有306场马拉松及相
关运动赛事注册，平均到每个星期就是
6场，为何会出现如此井喷状态？社会
体育学者卢元镇认为：“马拉松热是中
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与社
会转型的标志。在中国，马拉松比赛之
所以成为城市的节日，是因为它承担着
城市嘉年华或狂欢节的作用。城市需
要这样一个展示自身形象和凝聚人心
的平台。马拉松对于中国城市对外开
放的‘名片效应’正逐渐显现。”

除了政府推手，赛事投资是另一个
推手。根据广州体育局估算，举办一场
马拉松需要花费2000万元左右，如有2
万人参加，便可撬动8000万的间接经
济收益。马拉松赛事运营具有较高的
毛利润，因此获得资本的青睐。今年的
306场马拉松赛事中，有130场左右为

“国际马拉松”。很多地方政府把这类
赛事作为地方建设的抓手，这是促成全
民跑步热潮涌现的基础。《中国体育产
业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4年马拉
松赛事运营的收入达到20亿元，带动
相关行业收入超百亿元，2015年达300
亿元。巨大的经济产业效益，是近年来
路跑赛事层出不穷，马拉松化身“马拉
疯”的根本原因。

马拉松如雨后春笋发展的另
一面，是伴随而来的马拉松猝死、
赛事欺骗等负面新闻骤然增
多。的确，任何事物在快速发展
时都会产生一定“副作用”，因而
需要行业协会严格管理，在推广
积极、健康的马拉松理念的同
时，提高人们对这项运动的认
识。像厦门半马出现的猝死事
件有多种原因。除了参与马拉
松人口基数大和菜鸟选手缺少
自我保护知识外，还有一个人为
因素是，许多赛事主办方缺少专
业能力和办赛经验，或者办赛经
费不足，缺少赛事基本保障，尤
其是医疗保障。北京医师跑团
成员、骨科医师王瑞军说：“路跑
赛事的医疗保障中，特别要具备
应对呼吸和心跳骤停事件的抢救
措施与能力。”

另一方面，马拉松欺骗事件近
两年就发生了两起，即子虚乌有的
赛事组织消息通过互联网发布，骗
取报名者的报名费。与马拉松猝
死相比，马拉松欺骗事件虽然不危
及参赛者健康，但也反映了路跑运
动在中国仍处于一个初期发展阶
段，路跑的管理者和参与者都需要
加强学习和教育。

经过 2015 年的爆发式增长后，
2016年马拉松赛事组织者们开始着眼
于打造特色，提供差异化产品以谋求跑
者们的积极参与。北京马拉松从天安门
起跑，跑向鸟巢和水立方之间的奥林匹
克景观大道，42多公里的赛道，将千年古
都和奥运城市的特色浓缩，成为众多中
国跑者的首选赛事。腾冲国际半程马拉
松虽然才举办到第二届，但其将翡翠融
入奖牌设计，赛道穿越和顺古镇，田原风
光与蓝天白云下的高原，使跑者在美丽
的大自然和中华悠久的文化海洋中徜
徉。中国田协马拉松办公室主任水涛
说：“腾马能够把腾冲这个城市的特色和
马拉松比赛结合起来，是值得其他赛事
学习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赛
事组织者深度挖掘后安排的比赛才有味
道，不然比赛千篇一律就没意思了。”

另一方面因报名人数激增和追求
名片效应等原因，许多老牌马拉松赛事
取消了10公里、半程马拉松赛事。全程
马拉松赛事快速增长时，短距离的路跑
赛事少了。因而专家和跑者们都在呼
吁，增加更多的短距离路跑赛事，以便让
更多的人能根据各自的能力，参与到路
跑这项健康的运动中。马拉松不等于路
跑，路跑有多种形式。马拉松需要规范
管理，而路跑赛事仍有待大力发展。

根据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明年中国
马拉松赛事将达到500余场，但这个赛
事数量与美国1100场的马拉松赛事数
量相比，还少了一半。热衷于马拉松的
本报记者陈远丁透露：“大陆跑者最近
两年流行一个人要跑100个马拉松。
在中国台湾地区，这个数字都不好意思
说出口，台湾的跑马拉松的数量200场
起，一年跑300、400场属于正常。作为
一个普通路跑爱好者，我认为中国国内
马拉松还远远没到火爆的程度。不管
是人口占比，还是跑步人口的绝对值和
赛事的数量，别说跟西方发达国家相
比，就是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相比，我
们也差得较多。2015年能跑全马的大
陆跑者近10万人，今年这一数量也不
会有太大提升，从北马、厦马的报名情
况看，今年能跑全马的估计不超过20
万，这意味着中国马拉松发展之路仍然
很长。” （本报综合）

多方助推“马拉疯” 马拉松井喷“副作用” 打造特色健康发展 中国马拉松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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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足球》北京时间昨晨在巴黎举行
金球奖颁奖仪式，C罗击败梅西和格列兹
曼第4次获此殊荣，已逼近梅西5次当选的
纪录（含与国际足联合办的金球奖，梅西4
次获奖，C罗2次）。这也是C罗和梅西连
续第9年包揽该奖项前两名。

四年三次加冕 C罗紧追梅西

C罗随皇马在日本征战世俱杯未到颁
奖现场，只是播放了事先录制的视频，他
说：“如果皇马和葡萄牙不赢，我也没法赢
得这个奖项。我的感受和首次获奖时一
样，梦想再次成真。我从未想过第4次得
到金球奖，我太高兴了！我必须感谢所有
的队友、国家队和皇马，所有帮助我赢得此
奖项的人。”

这是《法国足球》与国际足联终止合作
后的首届金球奖评选，也是史上第61届金

球奖（包括与国际足联合作的6届），由《法
国足球》选定的173名记者投票选出。在
巴黎举行的颁奖典礼规模不大，也没有现
场直播，除C罗缺席之外，梅西、格列兹曼
也未到颁奖现场，前者前往卡塔尔踢热身
赛，后者则要备战当晚马竞对阵维拉里尔
的西甲比赛。

近4年，C罗已3次加冕金球，年过而
立能有如此成就，实属难得。同时，C罗也
成为历史上夺得金球奖次数最多的欧洲球
员，全球球员中，仅次于5次揽下金球的阿
根廷天王梅西。当然，C罗与梅西的金球奖
捧杯次数，均是将改制前后的金球奖与FI-
FA金球奖合计的结果。C罗本次当选并无
悬念，此前网上甚至曝出疑似《法国足球》金
球奖特辑封面。2016年C罗收获了两大集
体荣誉——作为葡萄牙国家队的队长捧得
欧洲杯，随皇马夺得欧冠冠军。他本人连续

6个赛季正式比赛进球突破50个大关，因此
收获金球奖实至名归。加冕金球奖，也是对
C罗2016年画上的完美句号。

两人垄断九年 内马尔有望接班

C罗不出意外摘下2016年金球奖，但
金球奖“绝代双骄”的比拼已经令人审美疲
劳。自2007年的卡卡之后，C罗与梅西你
方唱罢我登场，连续垄断了金球奖9年，那
么问题也来了，谁能成为双子星之后的下
一站天王？

法国帅小伙格列兹曼原本是最为接近
成为这个答案的候选人，因为2016年金球
奖与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两大奖项分
家，原本是C罗、梅西以外的其他明星抢班
夺权借机上位的好机会。金球奖评委将重
新恢复为各大媒体专业记者，以更为专业
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各大巨星全年表现与成

就，摆脱各国国家队与队长投出的人气票
的干扰。

格列兹曼效力的马竞，上赛季杀入欧
冠决赛，法国队又在今夏本土欧洲杯上挺
进决赛，为马竞前锋提供了最佳的表演平
台与逆袭良机。但遗憾的是马竞和葡萄牙
双双落败，让欧冠大耳杯与德劳内杯双双
落入C罗怀中，“格子”也在与C罗的较量
中遗憾败下阵来。

C罗已经快32岁，梅西明年也将步入
而立之年，为两大超级巨星寻找合格的接
班人。内马尔、贝尔似乎是不二人选，两人
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尤其是前者完全
有望接过梅西、C罗的枪，内少缺的只是一
个大赛冠军。

今年金球奖的前6名全部来自西甲：
皇马的C罗和贝尔，巴萨的MSN组合，再
加上马竞的格列兹曼。 (本报综合)

第4次荣获金球奖

C罗梦想再次成真

一月
1.15-1.22 斯诺克大师赛
1.16-1.29 网球四大满贯之澳大利亚公开赛

二月
2.5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第51届超级碗
2.17-2.19 2016-2017赛季NBA全明星周末
2.19-2.26 第8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三月
3.26 2017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揭

幕战
3.27-4.2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
3.31 CBA总决赛首场开始

四月
4.3 2017赛季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揭幕
4.6-4.10 高尔夫四大满贯之一美国名人赛
4.9 F1中国大奖赛
4.15-5.1 斯诺克世界锦标赛

五月
5.20 2016-2017赛季德国足球超级联赛收官

日
5.21 2016-201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收

官日
5.21 2016-201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收

官日
5.21 2016-2017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收官

日
5.21-5.28 国际羽联苏迪曼杯混合团体赛
5.29 2016-2017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收

官日
5.28-6.11 网球四大满贯之法国公开赛
5.29-6.5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单项比赛

六月
6.2 2016-2017赛季NBA总决赛首场比赛开

始
6.4 2016-2017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决赛
6.15-6.19 高尔夫四大满贯之一美国公开赛
6.17-7.2 联合会杯足球赛

七月
7.3-7.16网球四大满贯之温布尔登锦标赛
7.12美国职棒大联盟全明星赛
7.14-7.30 游泳世锦赛
7.20-7.24 高尔夫四大满贯之一英国公开赛

八月
8.2-8.6 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
8.4-8.13 田径世锦赛
8.10-8.14 高尔夫四大满贯之一美国PGA锦

标赛
8.19-8.30 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8.21-8.27 羽毛球世锦赛
8.28-9.10 网球四大满贯之美国公开赛

九月
9.5-9.10 2017女排大冠军杯
9.12-9.17 2017男排大冠军杯
9月上旬 第13届全运会
9.30-10.8 中国网球公开赛

十月
10.8-10.15 上海网球大师赛
10.22-29 WTA年终总决赛
10.27-10.29 乒乓球女子世界杯赛

十一月
11月 首届男篮亚洲杯第一阶段比赛
11.11-11.12 网球联合会杯世界组决赛
11.12-11.19 ATP年终总决赛
11.24-11.26 网球戴维斯杯世界组决赛
11.26 2017赛季F1收官战

十二月
12.13-12.17羽毛球超级系列赛总决赛
12.14-12.17 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

（本报综合）

2017年重大赛事
转眼已经到2016年的岁尾，来年的体育赛事你

有什么期待？最想看的是哪项赛事的争夺？2017
年可以说是一个体育小年，既没有奥运会、世界杯

这样的世界级大赛，也没有亚运会、欧洲杯这样的

洲际大赛，不过一些单项锦标赛和赛季常规赛事还

是会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的展开，让我们一起看一

下国内外有哪些重点赛事值得关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