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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 绣 风 光 □蒋子龙

●蒋子龙专栏●

■ 渐 渐
地，我从谢大
姐身上悟出了
一点心得：行
医先修德，善
意就是心的美
德。他们以一
种自然的、诚
恳的热情善待
一切朋友，不
求回报，却得
到了最好的回
报——这就是
快乐。他们夫
妇永远是那么
自信、自足与
自乐。

家乡的酸枣树
□刘军增

世界上没有华人在那里生活
的国家不多。中国人出国，没有得
到过当地华人关照的也不多。不
知别人感受如何，反正我每次外
出，尽管邀请者不一定是当地华
人或华人组织，到了异国他乡，总
会遇上一两位或更多热情的华
人，得到他们同胞式的理解和照
顾，令人感念不忘。始终记得生活
在马来西亚的一对华人夫妇：王
锦发先生和他的夫人谢秀凤。

王先生是一位儒雅、爽直的学
者，在一次聚会上和我相谈甚契，
便主动要陪我两天。当我在吉隆坡
的主要活动结束以后，他陪我去马
来西亚北部重镇怡保，游霹雳洞，
登极乐寺。他礼佛的虔诚，让人感
动，因此，对他生出极大的好感和
信任。在整个游览过程中，听锦发
的即兴介绍，使我深悟出“看景不
如听景”的道理。游览一个陌生的
地方，如果没有一位风趣、博学的
人在旁边讲解，就只能走马看花，
日后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了这
位充满智慧的当地人做导游，可就
大不一样了。他精通“大马”历史、
风土民情以及宗教文化，见景生
情，触类旁通，滔滔不绝，妙语连
珠，使随意浏览变成了获益匪浅的

“留学”。这是学者本色，不足为奇。
倒是在赶回吉隆坡的路上，有

机会看到了这位学者的另一面。我
们遇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雷暴袭击，
不知是雷阵雨在追赶我们，还是我
们在追赶雷阵雨。在狂风暴雨之

中，在疾雷闪电的威逼之下，锦发
开着车，闭紧了嘴，眼睛盯着车窗
前面。公路像一条河，四周是密集
的水雾，暴风卷着雨鞭肆虐地抽打
着车身，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
声。我感到，汽车变成了一条顶风
破浪的快船。此时的王先生像个快
艇的操舵手，在大海的怒涛中要飞
了起来。

第二天，锦发马不停蹄又陪我
乘机去槟城，他在槟城的老同学们
闻讯聚在一起欢迎他，大家忆往
事，发感慨，相互打趣，纵酒放歌。
我在他们忘情的豪饮和畅谈之中，
知道了许多王先生过去的故事。从
学生时代他似乎就是个“铁笔御
史”式的人物，为自己办的报纸撰
写社论，纵论天下。从他五十多年
的人生经历中，我读到了一部生动
的马来西亚近代史。几杯酒下肚，
王先生变得愈发可爱了，他口无遮
拦，插科打诨，最后酒喝了个够，话
却还没有说够⋯⋯

以他这样的性格、这样的职
业，结交自然是非同一般的广泛。
他找的或找他的，如果在工作时
间不能到办公室去打扰他，那么，
就只有涌到他的家里来。这对他
的家人可是个不小的负担和考
验。想不到，他的夫人竟像一个慈
善机构的主持人，善气迎人，一见
之下就能让人生出亲和、诚挚和
信赖之感。对这样的女主人，如果
一味地说打扰了之类的客套话，
反会显得自己虚伪，伤害了她的

一番真情实意。
他们的家是一幢紧凑的二层

小楼，虽然紧凑，楼下还是有必不
可少的车库和一个精巧的小院
落。院子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角角
落落、空中地面，恰到好处地养了
一些植物，绿意盎然，生出静气。
屋里收拾得就更加干净、舒适，可
见女主人的理家能力。最为难得
的还是她的待客之道，许多家庭
是把干净和舒适对立起来，为了
保持干净就不可能让客人感到舒
适自由，在谢医生家里，却不会有
拘束之感。

当我知道，她不仅是一位出色
的中医大夫，还是保健方面的专
家，就不能不感到惊讶和好奇，或
说对这位和善的老大姐肃然起敬
了。我们一下子就谈起来了，我向
她请教保健方面的一些问题，她笑
着回答，和善而有耐性。在她讲解
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位《易经》专
家提出的“人体生命场论”，按照这
种理论，每个人都存在着一个特定
的“人体生命场”，不同的场，就会
创造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
谢医生的生命场，一定是富有强大
的磁力和真诚的善意。善意就是最
好的医术，积善在身，犹如加功，人
不自誉，而人誉之⋯⋯

谢大夫极为机敏，我稍一走
神，她就停止宣讲，转身去拿出各
种食物招待我，并借机岔开话题。
这一对夫妻可谓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他们的性格中有太

多相像之处。王先生的朋友进了
王家，就成了谢医生的朋友。王先
生也不再多操心，只剩下乐呵呵
地和朋友们聊天、吃东西并享受
着夫人创造的温馨。他们家的这
种气氛，大概就是那种“良好的气
场”，进入他们的家庭，就自觉或
不自觉地进入一种健康有益的状
态，“空空朗朗，圆圆融融，一片单
纯祥和”。

吃水果的时候，谢医生见我
对两种热带水果格外感兴趣，就
建议我给家人带点回去。当时，我
没有反对，她却记在心里。第二天
早晨，上机场之前，便带我到市场
上采购，不容我推让，不用我操
心，很利索地把该买该带的东西
都采办好，打点整齐。这也许不算
是什么大事，却给我以很深的感
动和教育。

回国后，我先向家人讲了锦
发夫妇的家庭氛围，在请朋友们
品尝我带回去的热带水果时，也
向他们讲了我在马来西亚见到的

“锦秀风光”。每当有国外或外地
的亲戚朋友到家里来，便会情不
自禁地突然想起谢大姐，想到她
是怎么招待我的⋯⋯渐渐地，我
从谢大姐身上悟出了一点心得：
行医先修德，善意就是心的美德。
他们以一种自然的、诚恳的热情
善待一切朋友，不求回报，却得到
了最好的回报——这就是快乐。
他们夫妇永远是那么自信、自足
与自乐。

清风，盛夏。一杯茶、一把
椅、一折扇，聆听一段过瘾的沧
州木板大鼓。大鼓、木板和三弦，
还有说书人会说话的眼神，足以
愉悦一段鼓曲时光。

大悲重调，余音迂回，听地
方戏的魅力就在于此。譬如，听
昆曲，北方人听不懂那“咿咿呀
呀”的婉转低回，却能对江南人
的温婉柔软产生无尽想象。欣赏
秦地老腔，表演者把高音飙到云
霄，演员居然抡起板凳狂舞，会
跟着曲调一起走向癫狂。细想，
沧州木板大鼓之于昆曲，有如白
酒映衬红酒；对比老腔，就像烈
性老白干缠绕二锅头，味道不在
浓淡，而在传情、率性。

眼下，木板大鼓这壶老酒，
品 味 者 日 渐 寥 寥 ，未 免 太 寂
寞了。

它诞生于沧州以东，硬朗的
海风、盐碱的土地，使木板大鼓
携带着粗犷厚重的基因，把一方
生灵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
细密地融进了鼓声余韵。一路说

唱，沧州木板大鼓竟成为西河大
鼓与京韵大鼓的“母根”。可见，
一门曲艺的精气神，反倒萦绕在
说唱之外了。

明末清初，捧着大鼓、揣起
木板的民间艺人，穿越苍凉的民
生，或盛夏，或深秋，终于踏上京
津腹地。伺候鼓曲的江湖艺人
们，都卖命地施展手上的十八般
武艺，渴望在遥远的异乡，寻求
安身立足之地。

敲打着木板的艺人唱完一
大段，围观的人们逐个散去。眼
前，只落下几块可怜的铜板，这
可是从晨起到黄昏的全部收入
啊。那位艺人高一声、低一声地
哼起鼓曲，像唱给自己，又如哼
给妻儿，直到日落月升，木板一
声，戛然而止。

知音，不过如此。你读懂我
的故事，我听到你的心音。木板
与三弦，注定行走江湖，不可分
割。这样的声曲组合，交织着民
间的无奈与求生的力量。明末清
初，木板大鼓居然在冀中、京津

如火如荼地兴盛起来。鼓曲艺
人，或在街头撂地儿，或进园子
揽活儿，沧州风味十足的木板大
鼓，已经踢出了开门立户的“前
三脚”。

木板大鼓绝非阳春白雪，沧
州咸水养大，江湖风尘磨砺，注定
了它是下里巴人，犹如来自民间
的女子，一抬手、一回眸，都带着
泥土与大海酝酿的乡野气。谁说
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也许，

“大俗”之至即“大雅”。雅俗之间，
只隔着薄薄的一层窗户纸。

木板大鼓游走于江湖，伺候
天南海北的陌生人。粗朗的汉
子，一张口，每腔每调都汲取了
民间语言的精髓，有木板与三
弦相映，更会直抵人心。再说内
容：婚丧嫁娶、咒恶劝善、插科
打诨⋯⋯平常百姓的喜怒哀乐
尽入唱词。还有腔调呢，一口木
板大鼓，简直就是沧州人的真性
情，犹如大风吹过的海滨、白烟
微腾的盐碱地，酷似运河边的船
桨，又像熟透的小米与酸枣的味

道。任何一种草根艺术都值得百
姓的柴米油盐来滋养，木板大
鼓，何以能落寞呢。

十多年前，沧州木板大鼓已
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最叫人揪心的是，眼
下的大鼓表演者，掰着手指头能
数得过来，除了四五位能弹会唱
的耄耋老人之外，年纪稍轻一点
的演员至多十几个吧，况且，他
们仅仅是一般演员，更不是什么
青衣名家梅兰芳，抑或是京韵大
鼓的白云鹏。

木板大鼓有自己的“小九
九”，最要紧的是，它无论如何也
跳不过表演的“慢节奏”。木板与
三弦恰恰在沧州人古风流韵与
时尚新潮之间，垒起了一道绕不
过去的墙。毕竟，丝丝缕缕的真
情实感，要在抑扬顿挫、婉转迂
回之中，在举手投足、眉目婉转
之间，表达得淋漓尽致，否则怎
能叫现代人潜心观赏呢。观众对
木板大鼓丧失兴趣或泯灭好感，
算是人文灾难。那些迷恋网络手

机、热衷流行歌曲的人们，怎能
在传统曲艺的“慢节拍”当中，邂
逅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呢？木板
大鼓与现代审美的碰撞，与其说
是纠缠上了艺术焦点，还不如说
绕进了高深的哲学问题。

其实，鼓曲艺术的“小众”也
能营造自身的“大局”，木板大鼓
的确暗藏着光彩再现的天赐机
会。它的精魂就是沧州人的故土
情怀。唯有那样的木板声、那样
的三弦曲调、那样的鼓曲诉说，
才可能抚慰大运河边的世道民
心。恰如昆曲萦绕着江南丝竹，
酷似歌剧无法剔除的欧洲乡音，
一门艺术，越出众，就越有自己
的专属味道。任何一种艺术，很
难捕捉到所有人的味蕾，却一定
有人喜欢。至于成败兴衰，还是
交给时间老人吧。

沧州木板，被一板一眼地打
着；运河大鼓，被有声有味地敲
着。姑且留给自己一段时光，去
聆听、去感受那份醇厚的“沧州
味道”吧。

白 露 时 节 ， 秋 高 气
爽，风和日丽，和几位好
友相约到革命圣地西柏坡
参观。在大理石铺就的广
场上，我竟然发现了四五
家卖酸枣的摊子。这些红
色或红黄、红绿相间的小
精灵，本来就清新夺目，
再与一副憨相的核桃、花
生 、 板 栗 等 干 果 摆 在 一
起，两相映衬，就更显得
如 珍 珠 似 玛 瑙 般 地 金 贵
了。我忙不迭地买了与好
友分享，还是那脆生生的
口感，还有那熟悉的酸中
带甜、甜里透酸的味道。

我的家乡属冀西太行
山区，沟沟岔岔、岭岭坡坡、
渠堤路旁，到处都长满了酸
枣树。这些看似普通的酸
枣树，却有着超乎想象的、
极强的生命力，即便人为地
被砍掉了，但只要根还在，
它们就会顽强地重新孕育
出新的生命，在原地又长出
一棵酸枣树来。

在我的家乡，酸枣树
实在是太多太普遍了，因
而它们常常被砍来担当不
少用途：将酸枣枝条经火
熏，利用其柔韧性，编织
成平整土地用的地擦子或
盛放物什的背篓箩筐；挑
选大拇指粗细又比较直的
枝条，做成驱赶牲畜或打
陀螺用的鞭子的鞭杆；砍
来葛针多且密的酸枣树，
扎成挡家护院的篱笆墙，或
者用这些酸枣树把生产队
的各种菜地、各类果园围挡
起来，以免路过的人畜“顺
手牵羊”⋯⋯至于让这些既
好看又好吃的酸枣们，来填
饱山里人饥肠辘辘的肚子
的 事 情 就 更 是 经 常 发 生
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生活饥馑的岁月里，酸枣作
为大山的慷慨馈赠，自然是
许多山里娃时时惦记着的
最 爱—— 黑 枣、柿 子 也 不
少，但不易采摘，而且吃多
还会闹肚子，而酸枣似乎就
不会带来这些问题。每逢
在地里帮忙干活的我们嚷
嚷着饿时，父母总会说：“那
你们去摘酸枣吧，得小心
了，别扎着！”然后就是孩子
们大呼小叫地奔向那些岭
坡上的酸枣树。此时，那
一棵棵酸枣树犹如一位位
美丽善良的绿衣仙子，把
历经风吹雨打、炎夏酷暑
才 艰 难 孕 育 成 的 “ 仙 果
儿”，毫无保留地捧在我们
面前，语气温柔地说：“饿
坏了吧，快吃吧，有好多
好多哩！”

作为家乡一带的山珍，
酸枣对人们是心怀善意和
慷慨大方的。即便如此，人
们也从没有想过去给它们
施肥、浇水，自然也不曾用
心栽植和管护。酸枣完全
是“靠天收”，靠自身的努力
来生长、发育、开花、结果。
甚至有时，人们为了增加几
分耕地，不得不让酸枣树沦
为被砍伐的对象⋯⋯任劳
任怨的酸枣树之所以能生
存下来并一天天发展壮大，
完全是靠自己超强的生命

力—— 耐 生 耐 长 ，有 耐 贫
瘠、耐干旱的秉性和能适应
多种土质的特点，被林业专
家们誉为绿化荒山的优良
树种——不与乔木比高，不
与鲜花争香，也没有豪言壮
语，只一门心思地生长，成
为这八百里太行数量最庞
大的树种，却依然默默无
闻、安分守己，且甘之若饴、
毫无怨言。不管是哪道山
梁、哪面岭坡，即便是最贫
瘠、最荒凉的所在，只要交
给那些酸枣树们，它们照样
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让这
些山梁岭坡披满绿装、旧貌
换新颜。

酸 枣 树 看 似 不 起 眼
儿，却浑身是宝，让人不
敢 小 觑 。 其 果 实 味 道 酸
甜，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树皮可治疗神经官能症；
树叶可提取酸叶酮，对冠
心病有较好疗效；核壳可
制活性炭；果肉可酿酒、
做 醋 ， 有 健 胃 消 食 的 功
效；酸枣花散发着沁人心
脾的甜香味，是发展养蜂
业的好蜜源；木材质地坚
硬 ， 纹 理 细 腻 ， 耐 磨 耐
压，是制作农具和雕刻工
艺 品 的 良 材 ⋯⋯ 小 时 候 ，
每逢酸枣成熟的农历七八
月份，常看到本村或外村
三五成群的人们，背着筐
或拿着编织袋，手持竹竿
或木棍去打酸枣，用以补
贴 家 用 。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是，有一年腊月，家里因
没钱买红枣，父母就用带
壳的干酸枣代替红枣蒸了
年糕⋯⋯

虽然好吃且老少咸宜，
但摘酸枣时需倍加小心才
是。因为酸枣树上长满了
尖尖的葛针，一不小心，就
会被这些逮着机会的刺儿
头们不声不响狠狠“咬”上
一口，让你疼痛难耐，不得
不赶快找缝衣针之类的东
西，自己动手或请人帮忙，
把刺儿挑出来，以绝后患。
所以摘酸枣时要心思专注，
身稳、眼亮、手巧，善于在
葛针缝儿里下手摘果儿，
既摘到酸枣、尝了美食，
又不被葛针“咬着”，这才
叫把式。还有马蜂、土蜂
也 时 常 在 酸 枣 树 上 垒 窝
儿，一旦发现有“埋伏”，
就得迅速撤离，另选地儿
摘酸枣了。

酸枣是需要耐心等待
才能品尝和享用的山间美
食。酸枣每年农历三月开
花生长，到农历七八月份
成熟，这期间的酸枣是可
看而不可吃的，因为实在
是太酸了，是那种让人龇
牙咧嘴的酸。酸枣一旦长
熟 了 ， 不 但 果 实 清 新 鲜
亮，而且咬起来口感脆生
生的，让人吃了还想再吃。

家乡的酸枣树生性质
朴、憨厚，总在变着法儿地
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当人们
弃之不用或置之不理时，酸
枣树又能处之泰然，不亢也
不卑，不恼也不怨，一如我
那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怀
抱里的父老乡亲⋯⋯

木 板 鼓 响 □吴相艳

蔡威廉是蔡元培先生的爱
女。蔡元培先生为了培养女儿，
倾注了很多心血。他在北京大学
担任校长时，主张“思想自由，兼
容并包”，在全国教育界独树一
帜。在教育女儿的问题上，蔡元
培也主张发展孩子的个性，挖掘
孩子的兴趣爱好与潜在特质。

蔡威廉曾经三次跟随父母
去德国、法国与比利时等国，接
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德、法两
国语言。蔡元培先生在带女儿游
历各国的时候，发现威廉对绘画
非常着迷，便有意识地带她去参

观法国的卢浮宫、德国德累斯顿
画廊、意大利乌菲齐画廊等闻名
的艺术场馆。那些凝聚着人类最
高智慧的艺术精品，使得小威廉
由衷赞叹，流连忘返，最终，决心
一生追寻美的艺术。

当年，蔡元培先生的夫人并
不赞成女儿的选择。在这个关键
问题上，蔡元培先生主动说服了
夫人，全力支持女儿威廉。蔡威廉
曾就读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
学院，后来，又转到法国南部著名
的国立里昂美术学院，专攻油画。
在里昂美术学院，蔡威廉奠定了

扎实的绘画基础。对她影响较大
的有现实主义画家委拉斯凯兹、
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和后
期印象派画家塞尚等。文艺复兴
时期的艺术巨匠达·芬奇，是蔡威
廉最崇拜的偶像，她毕生最大的
心愿，就是做“中国的达·芬奇”。

蔡威廉留学回国后，曾要画
一幅人像习作，可惜，一直找不到
模特。蔡元培先生就放下手头工
作，乐呵呵地对女儿说：“我就做一
回你的模特，你帮我画一幅人物肖
像吧。”蔡元培先生认真地坐了一
两个小时，任凭女儿指挥摆布。谁

知肖像还没有画完，就有客人来找
他，无奈之下，只好中途作罢。这件
未完成的珍贵作品，至今还尘封在
上海延安中路“蔡元培故居”当中。

回国后，蔡威廉一直在杭州
艺专从事绘画教学工作。先后创
作了巨幅人物画像《秋瑾》、神话
故事《天河会》等画作。她的作品
曾轰动一时，被艺坛誉为“一鸣惊
人”。正当蔡威廉绘画事业崭露头
角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接下
来，上海沦陷，杭州危急⋯⋯蔡
威廉跟随丈夫，带着年幼的孩子，
从杭州一路颠沛流离，赶到了昆

明。当第五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蔡
威廉得了严重的产褥热，不幸病
故，年仅 35 岁。蔡威廉身后留下
的，只有一大堆沿途所作的画稿。

蔡元培先生当时在香港，也
身患重病。家人不敢把蔡威廉去世
的消息告诉他，但是，蔡元培最终
还是从香港的报纸上，得知了爱女
去世的消息，不禁老泪纵横。次年，
蔡元培先生去世。弥留之际，仍
轻轻呼唤着女儿的名字“威廉，
威廉⋯⋯”他不仅为失去爱女而
悲伤，也为中国失去了一颗本会大
放光彩的艺术之星，深深地痛惜。

爱 女 有 法 □江 舟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蠡县供电：排查餐饮场所用电安全
10 月 9 日，国网蠡县供电公司组

织人员对辖区餐饮场所进行安全隐
患排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积极帮助
用户制定详细整改措施。 （未丹）

阜城供电：确保秋收秋种安全用电
为确保秋收秋种安全用电，国网

阜城供电公司成立了“秋收服务小分
队”，深入辖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
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卢志峰）

枣强供电：圆满完成节日保电任务
中秋、国庆期间，国网枣强供电

公司精心安排，加强对变电站和输配
电线路的巡视力度，确保节日期间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 （冀洋）

阜城供电：安全服务进万家
为切实做好秋季安全用电工作，

国网阜城供电公司走村入户宣传秋
季安全用电知识，增强安全用电意
识，防范触电事故的发生。 （邓静）

枣强供电：助力文明县城创建工作
近日，国网枣强供电公司建立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和服务岗，并组织青
年团员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助力
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魏亚明）
冀州供电：保节日期间电网安全稳定

中秋、国庆期间，国网冀州供电
公司周密安排部署，强化节日应急值
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节日期间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 （王力）

临漳供电：加强秋季用电管理
为加强秋季农村安全用电管理，

国网临漳供电公司组织人员集中力
量解决农村居民用电问题，提升安全
用电服务水平。 （饶敬兰、张书庆）

冀州供电：精心服务秋收秋种用电
秋收秋种期间，国网冀州供电公

司员工深入田间地头、乡村农舍了解
群众用电需求，宣传安全用电知识，精
心服务秋收秋种用电工作。（王四辈）
蠡县供电：强化管控确保施工安全

国网蠡县供电公司针对施工一
线特点，成立监督检查小组，分别深
入各类施工作业现场，堵塞漏洞，杜
绝施工现场安全事故的发生。（未丹）
临漳供电：开展用电服务宣传活动

国网临漳供电公司大力开展主
题宣传活动，安排党员服务队通过发
放宣传单、现场讲解等形式为客户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 （饶敬兰）
饶阳供电：开展反窃电专项检查活动

为进一步遏制违法用电行为，10
月 9 日，国网饶阳供电公司精心部
署，安排专项检查人员进行反窃电专
项检查。 （靳晓锴、刘海霞）

雄县供电：服务秋收秋种用电
为确保秋收、秋种安全用电，国

网雄县供电公司成立便民服务队，深
入到田间地头，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解决农民用电难题。 （李欣）

枣强供电：开展廉政教育活动
中秋、国庆期间，国网枣强供电

公司紧抓关键节点，组织党员干部开
展廉政教育活动，切实增强党员干部
廉洁自律意识。 （梁娜）

冀州供电：开展廉洁教育宣讲活动
近日，国网冀州供电公司开展了

廉洁教育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加强党性修养，增强遵章守纪意
识，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王四辈）

枣强供电：开展专题学习活动
近日，国网枣强供电公司开展了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专题学习活动，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
政治教育，提升思想认识。 （梁娜）
冀州供电：切实做好四季度各项工作

国网冀州供电公司精心谋划，切
实做好四季度各项工作，该公司紧紧
围绕电力布局，优化电网结构，确保
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目标。 （王力）

枣强供电：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近日，国网枣强供电公司积极开

展了“青年大学习”主题团日活动，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落实共青团要
求，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魏亚明）

蠡县供电：确保秋收秋种可靠用电
当前，秋收秋种工作进入高峰期，

国网蠡县供电公司成立保电服务队，
走进田间地头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未丹）

枣强供电：强化秋检现场安全管控
秋检期间，国网枣强供电公司进

一步加大安全管控纠查力度，建立作
业现场安全管控评比机制，提升安全
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冀洋）

阜城供电：开展秋季树障清理活动
近日，国网阜城供电公司积极与

地方政府、村组沟通协调，对影响配
电线路安全的树木进行了集中清理，
保障秋季电网安全运行。 （卢志峰）

蠡县供电:服务小微企业安全用电
国网蠡县供电公司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成立小微企业“电管家”服务
队，及时了解客户用电需求，主动征
求客户的意见和建议。 （未丹）

阜城供电：稳步提升服务水平
国网阜城供电公司从“高效、快

捷、便民”角度出发，从服务功能设
置、服务环境、服务人员仪容仪表等
方面入手，提升服务水平。（桑建仲）

蠡县供电：强化秋检现场安全
为安全有效地做好秋检工作，国

网蠡县供电公司严格做到每项作业层
层分解、层层责任落实，确保秋检工作
在可控的状态下有序进行。 （未丹）

临漳供电：开展电能替代工作
为进一步深挖电能替代潜力项

目，提升电能替代电量，国网临漳供

电公司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宣传电能
替代的优势。 （饶敬兰）

饶阳供电：开展安全用电宣传活动
为确保秋收秋种用电安全，国网

饶阳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及安
全用电宣传活动。（赵雅梅、刘海霞）

蠡县供电：加大“煤改电”工作力度
为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减少大气

污染，国网蠡县供电公司加大资金投
入，对辖区开展“煤改电”供暖的区域
电力线路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未丹）

枣强供电：开展廉洁教育活动
近日，国网枣强供电公司组织中

层干部赴冀州冀鲁豫省委党校展览
馆，开展了以“守规矩、讲责任、勇担
当”为主题的廉洁教育活动。（梁娜）

阜城供电：安全管控在行动
秋季正值农网施工、检修高峰

期，国网阜城供电公司通过开展施工
安全教育培训活动，进一步强化现场
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 （桑建仲）

蠡县供电：集中开展线路异物清理
近日，国网蠡县供电公司加强日

常巡视，对线路搭挂异物开展集中清
理，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营造良
好安全的供用电环境。 （未丹）

阜城供电：严厉打击违法窃电行为
为严厉打击违法窃电行为，国网

阜城供电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联
合辖区供电所，开展了“全覆盖、高频

次、多时差”的反窃电行动。 （邓静）
廊坊开发区税务：优质服务获称赞

近日，廊坊开发区税务局收到了
辖区企业送来的印有“情系企业，高
效务实”的锦旗，对该局提供的延时
服务和预约服务表示感谢。（李冬冬）

成安税务：打造和谐征纳关系
成安县税务局严格落实“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和“双创双服”活动要
求，努力打造便捷、高效、和谐的税收
征纳关系。 （纪文新、闫东锋）

昌黎税务：持续优化税收环境
国地税机构合并以来，昌黎县税

务局持续严格落实“放管服”活动要
求，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紧紧围
绕纳税人办税的“堵点、痛点、难点”
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该局在办税
服务厅科学设置“办税服务区、咨询
辅导区、自助办税区、网上办税区、休
息等候区”等五大功能区，并在咨询
辅导区配备业务骨干进行咨询辅导，
负责资料预填预审工作，通过“提早
介入、服务前置”服务举措，为“一次
办成”扫清障碍，实现5大类127项涉
税事项最多跑一次。同时，该局还针
对纳税人的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服务，
推行“互联网+发票邮寄”业务，实现
发票事项的在线远程申请和线下邮
政寄递的无缝对接，使纳税人足不出
户领取发票。 （刘君锋、郑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