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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出来的奇迹
□蒋子龙

●蒋子龙专栏●

守住初心
□郭瑞锦

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在乡
下生活时的情景，一种难以释怀的眷
恋便从内心深处油然升起。这样的回
忆和眷恋使人非常上瘾，思想、情绪
好像滑入了某种轨道，刹不住车似
的，感觉精神得到了一种慰藉。

说实话，我喜欢那时村庄的景
象，喜欢那里的自然人文景观，喜欢
那浓浓的生活气息，感觉那种气息似
乎能养心、养神、养人。那时候一条胡
同里居住着好几户人家，院子有大有
小，还有土院落、土墙头、土坯房⋯⋯
这些让村庄有了历史感，也慰藉着我
内心的怀旧感。

童年结束步入少年的时候，我随
父母回到了城里。那时候的城里和乡
下似乎有着质的不同。城里的主要街
道是柏油马路，宽敞、干净、整洁。
乡下没有柏油马路，路也坑坑洼洼
的，比较狭窄。村里家家户户的院墙
都是用黄土做起来的。做这种墙时，
用两块很厚、很大的木板夹住一个石
头碌碡，做工的人站在两边，用铁锹

往木板中间填土，几个人在后边拽着
碌碡走来走去，把土轧得很坚实。一
堵坚实的土墙就把一座农家小院圈了
起来。

乡下盖房，里边要加上土坯，这
样的房屋冬暖夏凉，因为墙壁很厚。
然后，在院里随意地栽几棵槐树或榆
树，在某个角落垒一个鸡窝什么的。
乡村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而又清晰，充
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父亲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很要好
的乡下朋友，我管那人叫伯伯。因为
这样，我和他的儿子由熟悉变成了很
好的朋友，我管他叫哥哥。一晃也是
好多年不见了。今年腊月里，我在街
上遇见了那位哥哥，热情打过招呼之
后，我便打问伯伯的情况。他告诉
我，腿脚有些不利索，别处都很好。
我 告 诉 他 ， 正 月 里 我 一 定 去 看 望
伯伯。

正月初四一早，我带了些礼物，
踏上了西北方向的公交车。一路上回
忆着那位伯伯的模样，想着他大概没

有太大的变化吧。下了公交车，一条
长长的乡间土路，两边是空旷、寂静
的麦田，麦苗还没有开始生长。在这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出城来看看农村
的景象，心里异常舒畅。

村子里还能看见几十年前的土
墙，顶部已经被岁月冲刷得失去了原
来的棱角，变成了“凸”形，墙土也
变得灰白。我认真地抚摸着这段土
墙，感觉自己是在触摸一段岁月和一
段历史。顷刻间，我仿佛回到了曾经
居 住 过 的 村 庄 ， 内 心 涌 起 了 一 股
热流。

举目四望，街道非常干净，很有
过年的气息，每隔十多米就挂着一幅
五 颜 六 色 的 、 毛 头 纸 做 的 “ 吊 挂
儿”，上边写着“欢度春节”。又一
怔，城里人好像也并没有忘记“传
统”，亲眼所见，好几家饭店招牌上
都写着“传统菜馆”，在饭店里还吃
过传统的手贴饼子⋯⋯而眼下，这
座村庄就是传统的。我看在眼里，
热在心里。

春节期间，我靠一本书挡住
过年的诸般喧闹，获得了一种温
暖而睿智的阅读感受。故事真实、
严肃而诚挚，却有一个“嬉皮士”
的书名——《跟着康培混世界》。

美国一对杰出的华裔夫妇生
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天才，一个
是奇迹”。现代社会对各种各样的
天才并不陌生。单说“奇迹”，其名
康培，一生下来便“没有肺大动
脉，没有右肺⋯⋯是最严重的法
洛四联症”。这种病人在医学史上
最多只能活到两岁。

天无绝人之路，他遇到了一
位“护命天使”。这位来自上海的
沈太太接过在襁褓中就被判“死
刑”的康培，每一分钟都紧紧抱着
他，其口头禅是：“康培将来一定
有出息。”抱着这个信念，她把能
想到的天下的好东西都做给康培
吃，慢慢地陪着孩子长大长高，

“让他领略只有母爱才能够企及
的宽厚、温暖、细腻”。几年后，沈
太太交给康家一个差不多正常的
孩子，突破了医学史的“诅咒”，奇
迹初露端倪。

2001 年 之 后 ，康 培 每 况 愈
下，“毛发一天比一天干燥，头皮
形成块，一碰连着头发掉落，皮肤
瘙痒，指甲发蓝，吞咽困难，四肢
无力，差不多就是一具僵尸，他自
己也一心想死”。此时，年轻的浙
江女子张静丽不请自到，为了答
谢康培的父亲康海山曾经对自己
的帮助，她劝老康带着小康离开
纽约住到乡村去，并将全身脱屑
的康培整夜整夜搂在怀里，一遍
遍给他讲《一千零一夜》，用从家
乡学到的厨艺，做成让康培吃不
够的佳肴美味，集看护、姐姐、母
亲、厨娘、卫士、女友等多重身份
于一身，其女性的美由内而外，闪
闪发光。

书中以“直笔”对康培乃至他
全家的生活都有全景纵深的展
示，每个人都被写得真实可信，气
韵生动，不回避命运的成全与局
限以及性格中的明与暗，尽可能
深刻地展现他们内心的丰富，甚
至真实到每个人的灵魂。尤其以
浓烈重彩赤诚火辣地突显了康培
生命中匪夷所思的“奇缘”。这两
位“天使”有两个共同点：一是

“抱”，二是“吃”。“抱”，是救心神，
天 下 弱 者 、病 者 都 离 不 开 抱 ；

“吃”，则是养身体。康培列出自己
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母亲、
沈太太与丽丽。

作为成年人的康培，“手只有
十几岁少年般大小，双腿细而弯，
难以支撑身体”，但是他却出版了
九本科幻小说。那天，康培“咳血，
喉咙里还咳出块东西”，这对像他
这样的病人是最可怕的信号。他
自 己 感 觉 到“ 生 命 之 秋 真 的 到
了”，将遗嘱悬于墙上：“请不要抢
救我！”他连自己的《奠仪纪念册》
都已准备好，并跟父亲商量好，死
后将骨灰埋在乡间别墅四周的森
林里。

很显然，这不是个寻常意义
上被死神追逐的人。于是，他的父
亲康海山想请人给他写本书，让
儿 子“ 能 够 看 到 生 命 最 后 的 灿
烂”。通过朋友介绍，他找到了作
家杨道立。理由简单而虔诚，她是
那种到哪里都能“留下满屋芬芳
的女人”。

康培本人就是作家，别人写
出怎样的文字才能让这个奇特的
生命发出“最后的灿烂”呢？哪个
作家该有怎样的勇气，才敢承担
这样的任务？然而，杨道立经过考
虑，畅快地接受了这个挑战。或
许，是为了冲淡康培命运中沉郁
的基调，她才取了这么一个书名，
却又怎一个“混”字了得？看似拉
拉杂杂、家长里短，却时有惊人意
象如珍珠般跳出来，通篇灵气漫
溢，泼洒妙思隽语，下笔却如走钢
丝，分寸拿捏得老道而精准。毕
竟，稍有不慎，轻者会伤害“奇迹”
及呵护“奇迹”的人，重者会将一
桩佳事变成错误，乃至灾难。

主人公康培还患有四种心脏
病，“绝对不能激动”。不激动又如
何“倾诉他澎湃的心”呢？人人都
在故事中，已经进入自己的角色，
又如何能不动情？作者用妙笔，自
始至终地牵着“奇迹”中的灵魂人
物康海山。他对儿子的爱，“深沉
而提着小心”，却已悲欢不惊，感
应日月。几十年下来，他的身上反
而有了一种无论成败都扭曲不了
的单纯、厚实的亲和力，哪怕大山
崩于前，也能“平静接受”。作者通
过一系列细节，从容写出了他的
深度和境界。

如果说对上述人物的描绘表
达了世间一种美好情感对康培灵
魂的熔铸，那么，书中用冷峻、客
观的辣笔，通过“外婆”传导出另
一类情感“怨恨”，却是对康培灵
魂的淬火。外婆出身名门，婚姻的
失败或天性沉郁，经年累月沉淀
为解不开的愤懑，其负面情绪经
常笼罩着家里的全部空间。康培
说：“感谢婆婆，是她让我坚定地
采用现在的方式生活，不用自己
的不快乐去伤害别人，不依赖所
谓现代医疗苟延残喘。”“对生命
最大的尊重，就是要开心地活，舒
服地死。”

不回避生活的严酷，“奇迹”
才是坚实的、可信的。或是天赋使
然，或是缘分奇佳，康培随之结交
了一些根基深厚的智者。至此，成
就“康培奇迹”最重要的两大要素
都具备了：身体上的保健和精神
上的提升。

书中犹如神来之笔，写到康
培的精神渐渐强大起来，有了一
种特殊的“尊严与力量”，开始在
意朋友，不只是接受帮助，也会不
顾一切去帮助别人，甚至让人觉
得，很难找到如他这般忠诚的朋
友。康培的身体尽管“时时刻刻都
在疼痛之中”，整个人却变得独立、
饱满，常常开怀大笑，充满想象，乐
于助人，还成为一些求助者的“精
神导师”，为那些素昧平生的人提
供人生的建议。“他觉得重要的事
情，自我标准很高，道德标准很
高。他从来不需要别人见证，自
己有评价，要自己对自己满意。”

一位智者甚至称康培“是个
老灵魂”，这是此书最精彩的地
方。对“康培奇迹”的形成及剖析
令人心折，没有落入残障人士励
志成材的套路。读到最后，我忽然
有些理解作者为什么会选择这样
一个书名，里里外外围绕着康培
的一群人，最初是为了照看他，后
来变成在精神上以他为中心，感
受着他的魅力，吸收从他心里流
淌出的纯净。

深河，是地名，也是河名。想必，是
先有了河名，而后，才有地名。

时间，应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因为天灾，因为战争，因为各种各样说
不清道不明的缘由，一些人，不得不背
井离乡——或拖家带口，或孑然一身，
先后从不同地方，汇聚到这里。

一条河，由北向南，缓缓流淌，不
舍昼夜；一条河，敞开怀抱，以母亲的
姿态，迎接走近它的每一个人。

河水清且深矣。可饮，可浴，可浇
灌蔬果、秧苗、花草、树木。有人，放缓
脚步；有人，卸下行囊；有人，索性在河
的左岸或右岸，建屋造房，临河而居。

这河，就有了人气，有了浓浓的人
间烟火味儿；这河，就需要一个名字，
一个被大家认可的，叫得开、叫得响的
名字。

当然，这只是我在内心深处描摹
或构筑的一幅画卷。它，只跟深河有
关，跟很久很久以前最原始的深河，以
及深河沿岸的原住民有关。

深河就应该是一条河的名字。尽
管，我不曾见过它的水，甚至，寻不见
它的故道。

至于，深河村、深河镇、深河公社、
深河乡⋯⋯这些跟“河”密切相关的地
名，我认定，它们都是那条河的“衍生
品”；它们，理应晚于“河名”出现。

网 络 上 搜 索“ 深 河 ”，跳 出 诸 多
词条：

比如，深河镇，古称深河堡，是京

东大御道，清朝皇家省亲进出山海关
的必经之地；

比如，明朝大将军徐达曾在这里
设置山海卫，并筑山海关城；比如，深
河乡地处秦皇岛市西郊，全国首个数
据产业基地——中国数谷高新产业
园，就坐落在这里⋯⋯

深河的久远历史，深河的地缘优
势，由此可见一斑。

只是，诸多荣耀，似乎仅仅属于地
名“深河”。而作为一条河，它似乎已淡
出了人们的视线，与现代文明没有太
多关联。

四年前，仲春时节，几个文友搭车
去北戴河参加一个聚会。返程，途经开
发区时，那位司机朋友看了看手表，
说，时间尚早，不如让他尽一下地主之
谊，顺路“送”一个景点给我们——戴
河生态园。

说话间，汽车已慢慢靠向路旁。那
处清幽雅静的园子，就海市蜃楼般地，
蓦然闯进了我们的视线。

树成林，水如带，一条舒缓的道路
穿行其间，引领着我们，走向秘境的深
处、更深处。

或许，用“舒缓”来形容一条路，并
不十分贴切。可我，实在找不出一个更
恰当的词汇。你看，它像绸带一样舒展
开来，顺着园内微微起伏的地势，沿着
河岸或直或曲的走向，不急也不缓，默
默地向前方延伸着。

左侧，是整片整片的密林，枝繁叶

茂，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右侧，隔着
草坪和灌木丛，可望见一处水面，像人
工湖一样，开阔、宁静，波光粼粼。

那不是湖，是河。司机朋友慢悠悠
地向我们介绍着，我对眼前这片水域，
有了初步的认识。

原来，它曾是一条污水河，岸边垃
圾成堆。这不仅污染了环境和下游水
质，也淤积了河道。夏季，蚊蝇成群；汛
期，注定被列入重点防洪地段。

这一带被划入开发区后，经过全
面规划、治理，它的水质和周边环境才
得到根本改善，变成了现在这个有着

“小江南”美誉的戴河生态园。
为什么要以“戴河”命名呢？这里

离北戴河、南戴河那么远，至少隔了十
几里路，干吗硬生生地一定要挂上“戴
河”的名号？是不是有点⋯⋯

朋友莞尔一笑，侧过头来，意味深
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目光投向河
面，轻轻说了一句：深河，是戴河的主
要源头。

戴河的源头？我颇为惊诧。不为戴
河的起源问题，而是因为深河——这
条我臆想中的河流，这条我潜意识里
时常牵挂的河流，竟然真实存在着。

而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余
年，自以为走遍了它的边边角角，自以
为对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却对这
条河，一无所知。

猛然间，觉得深河那么近，又那
么远。

记不得陪母亲一起，去过多少次
戴河生态园了。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去过之后，
母亲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眉飞色舞地
跟妹妹“炫耀”，说，你都想象不到，戴河
生态园有多美，就跟走在画儿里一样。

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每次周
末游，如果想不出更好的去处，我们往往
会不约而同地说上一句：要不，就去戴河
生态园转一圈？到了生态园，很多时候，
我们也确实只是转一圈，随处看看，然后
或回家，或随机去另外一个地方。

那段日子，戴河生态园，俨然成了
我们的后花园。

前些时候，忽然做了一个梦。
下班路上，遇见母亲和两个妹妹。

她们静静地看着我，谁都不说话，似
乎，在等待我做出什么重大决定。疑惑
间，一旁的妹妹说话了：妈说，开发区
这边环境好，她想搬到开发区住。

也好，那就搬到生态园对面去吧。
我想了想，说：深河那边环境好，也清
静，适合早晨遛弯、锻炼，而且最近新
开通了两路公交车，回市里也方便。

冥冥之中，深河已成了母亲的一
份念想和牵挂。醒来后，泪飞如雨。

那时，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
个月了。

作为戴河之源——深河，注定是
一条水深且清，记忆悠长的河流。而与
深河相依相伴的戴河生态园，也注定
会印在我生命的最深处。

深 河 情 缘 □沈晓东

乡 情 □贾永辉

■ 不 回 避
生活的严酷，“奇
迹”才是坚实的、
可信的。

塑 造 窗 口 服 务 品 牌

春天来了，冬青在不知不觉中返
绿，小草在不声不响中破土。迎春花初
绽，玉兰花乍开，杏花桃花海棠，粉的、
紫的、嫣红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拨
接着一拨地怒放，欣欣然，随着风尽情
地摇摆着舒展着。清明过后，桐花落
尽，杏黄天就要开了。

杏黄天是月季里的一个品种，较
为稀奇，不过，我家就种着。小院里最
好的位置早就预留给了它。春花始放，
正是众花妖娆之际。杏黄天并不急于
表现，它只是静静的，从冬季里被剪去
主干的根茎上开始冒芽，绽叶，伸展。
枝繁叶茂以后，才从翠绿中伸出那粉
嫩、黄白、泛红的花骨朵。于是，人们便
满心期待那花开一刻，越是围着它转，
却越不见有细微的变化。

有趣的是，杏黄天似在夜里开放，
独特的花香酷似杏子的香甜，但更浓
郁醇厚，能顺着窗缝溜进房间。人们常

从睡梦中被叩醒，也顾不得睡眼的惺
忪，顺着那股杏香就直奔向了它。清晨
的太阳照射在杏黄天上，那比碗口略
小的花朵，绚烂夺目。花瓣层层叠叠，
红黄相间。红是鲜红粉红，黄是金黄粉
黄，一片花瓣上竟能呈现出四种颜色。
从花蕊向外依次呈现出金黄、粉黄、粉
红和鲜红。鲜红中泛露着金黄，金黄又
被鲜红包裹着，红黄相映美得令人窒
息。杏黄天的颜色还会随着阳光的照
射而变深。气温又恰好提升了香气的
浓郁。小院被浸得香气四溢，引来了无
数的蜜蜂与蝴蝶。

其实，杏黄天这个名字是爷爷告
诉我的。在他养的花草里，爷爷唯独钟
爱它。爷爷说：杏黄天传承了月季所有
的优点，不惧严寒，不怕酷暑，春秋鼎
盛。它优美端庄，不媚不娇，香气深邃，
回味绵长。做人也要如此这般，外有相
貌内有涵养，内外兼修表里如一。他还

常对人开玩笑说：千万别学“驴粪蛋”，
看起来光溜，其实里面一团糟。这就叫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吧。

后来，家里翻盖房子，爷爷的身体
也不似以前壮实，给这些花草搬家时
也匆忙，杏黄天便死去了。爷爷去世
后，全家也搬离了小院，那些花花草草
的想法，也就丢到一边去了。

去年初冬，到外地访客，突然就看
到了院子角落里，那熟悉的一抹红黄。
初冬寒风凛冽万物凋零，只有它还在
兀自孤傲地盛开着。顾不得身边的朋
友，直接奔向了它，正是那熟悉的花熟
悉的味道。这一幕，似曾发生过，像是历
史在重演，又如昔日情节被回放了一
遍。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座熟
悉的小院。在睡梦中，被杏香叩醒，揉
着蒙眬的睡眼，闻着飘飘渺渺的花香。

杏黄天，又活在内心最敏感的
地方。

杏 黄 天 □郭立辉

现代人太匆忙了，在各种各样的
“风”和浪潮中迷失了自己。无论是攀
比消费的出国风、奢侈风，还是遗失文
化的欧美风、日韩风，人们在追风赶潮
中找寻着短暂的快感，却“收获”着永
恒的迷失。这不禁令我们覃思：这些
层出不穷、形形色色的风，到底带给了
我们什么？

或许有人说，风是一种能量，是社
会的活力，是发展的趋向；也会有人
说，追风是追求时尚，是与时俱进，是
不拘陈腐，是自我存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现代社会进步、文化多元的必然
表现。

诚然，时代有时代的面貌，但是，
风气也有风气的品格。飒飒魏晋，有
君子高标之风，那是一种从容不迫的
态度和志洁行廉的风骨；巍巍汉唐，有
大国泱泱之风，那是一种文化的自信
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这些延续几千
年的“民族风”，是我们的初心和根
脉。如今，有些人在各种“风”中追名
逐利，忘却了“取之有道”的君子之风；
有些人盲目崇拜欧美、日韩，忘却了

“国风泱泱”的华夏之风；有些人变得
越来越不理智、不清醒、不自信，独留
下风中的凌乱与徘徊，和那弃于半路
的初心。

与其风中凌乱，莫如守住初心。
不管有多少种“风”，多少种“浪潮”，
我 们 能 做 的、必 须 要 做 的 即 是“ 守
真”。古人云“守真至满，逐物意移”，
这“真”便是初心，便是最初的情怀；
这“守”便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
定与执着。钱钟书与杨绛成名后不
被世俗的浪潮裹挟，而是甘于朴实和
平凡，将稿费捐助学子；两弹元勋邓
稼先隐姓埋名 28 年，秉持科技报国
的初心，为祖国科研事业作出了巨大
贡献⋯⋯世事沧桑多变幻，坚守住最
初的本性，其于难能而必可贵。

三毛说：“来生要做一棵树，一半
在风里张扬，一半在土里安详。”在这
个喧嚣的时代，愿我们能像树一样，不
管何处吹来喧嚣的风，都可以固守根
本，守住初心，如此宁静而致远。

容城税务:深入企业开展税法宣传
为提升企业纳税人获得感，容城

县税务局税务骨干深入中国联通智
慧微城体验中心等多家企业进行税
法宣传，把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送到纳税人手中。 （赵慧雪）
张家口经开区税务：税法讲堂进校园

近日，张家口经开区税务局税务
干部走进辖区小学，深入浅出地向同
学们讲述一系列和大家生活息息相
关的税收知识，为同学们送上一堂生
动的税法知识课。 (何胜远)
南大港税务: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宣传

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效，
切实减轻纳税人、缴费人负担，沧州
南大港产业园区税务局以税收宣传
月为契机，创新思路，多措并举，积极
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宣传。 （李静）

定州税务：减税降费宣传进校园
为增强学生税法意识，助力大众

创业，4 月 26 日，定州市税务局携手
定州市技师学院举办了“减税降费进
校园”主题税法宣传活动，受到学生
们的广泛欢迎。 (王亚娟)

廊坊开发区税务：推广微信预约取号
为给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的纳

税服务,近日，廊坊开发区税务局组
织工作人员推广微信预约取号系统。
该系统可实现纳税人足不出户线上
取号，大幅节省等待时间。 （于洋）
柏乡税务：牡丹增国色 减税润柏乡

柏乡县税务局以牡丹文化节为
契机，抽调20余名业务骨干组成税法
宣传小分队，到牡丹园内外开展“牡
丹增国色 减税润柏乡”税法宣传活
动，受到游客一致好评。 （杨春晓）

武安税务:欠税清理见成效
武安市税务局始终将欠税清理

作为堵塞税收漏洞、增加税收收入的
有力抓手，健全机制，压实责任，对欠
税管理做到事前防范到位，事中执法
到位，事后追缴到位。 (白利红)
唐山海港税务：推动减税降费见实效

今年以来，唐山市海港经开区税
务局精心部署贴心服务提质效等多
项工作，强力推动减税降费工作落地
生根见实效，确保减税降费政策真正
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冯晨晨）

故城税务:做好税收宣传月工作
故城县税务局以“落实减税降

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扎
实开展宣传月活动。通过加强组织
领导、创新活动形式、依托宣传载体，
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新政策。（刘文成）

玉田税务：举办道德大讲堂活动
近日，玉田县税务局举办道德大

讲堂活动。在思省心、唱歌曲、学模
范、诵经典、谈感悟、送吉祥、行善举
七个环节中，干部职工接受精神洗
礼，感受正能量。 （朱葵）

滦州农发行:开展健步走活动
为加强作风建设，4 月 26 日，农

发行滦州市支行组织全体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青年员工，在滦州市森
林公园开展“转作风、促发展”健步走
主题活动。 (刘建新)

秦皇岛供电:喜获多项殊荣
近日，秦皇岛供电公司团委获得

河北省“五四红旗团委标兵”和国家
电网公司“五四红旗团委”称号。此
外，该公司系统多个团组织、多名青

年受到上级团组织表彰。 （秦四娟）
武强供电：扎实开展安全大检查

日前，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组织
召开夏季安全大检查推进会，分析各
部门查找出的安全薄弱点及隐患，对
全面开展隐患治理及整改提升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贾永生、刘建峰）

景县供电：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宣传
5月6日，国网景县供电公司组织

17支党员服务队，深入学校等场所张
贴《电力设施保护宣传挂图》，进村入
户发放电力设施保护宣传画册，面对
面讲解电力设施保护知识。 （王超）

故城供电：确保电网运行平稳
“五一”期间，故城县电网电力供

应充足，电网运行平稳。国网故城县
供电公司提前做好电网负荷预测，科
学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圆满完成
节日保电任务。 （张一鸣、范振华）

武强供电:为空巢老人送关爱
正值初夏，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

青年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为农村地区
空巢老人提供用电设备上门“义诊”服

务，提高他们安全用电意识和用电自
我保护能力。 （贾永生、刘建峰）

景县供电：开展网上缴费宣传活动
5 月 6 日，国网景县供电公司组

织人员走上街头，开展网上缴费宣传
活动。通过手把手教客户网上缴费、
网上查询、网上办理用电业务，最大
限度地方便客户用电。 （高立军）

鸡泽供电：确保春检作业现场安全
为保证春检期间作业现场安全，

国网鸡泽县公司组织一系列“充电”
活动，不断提升施工人员业务素质。
并在作业现场备足清洁饮用水，为作
业人员提供周到服务。 （刘艳花）
丰宁供电：走访检查高危及重要客户

连日来，国网丰宁供电公司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对辖区内的高危及重
要客户用电设备进行用电安全专项
检查。检查期间，该公司累计走访高
危及重要客户26户。 （马铮）
万全供电：开展“读书伴我成长”专题活动

4 月 23 日，国网万全区供电公司
党员服务队到璐铭小学开展“读书伴
我成长”专题活动。活动以大手拉小
手形式与学生一起读书，并为同学们
讲解安全用电小知识。 (杜佳盈)

景县供电：开展漏电保护器排查
5 月 6 日，国网景县供电公司对

辖区内客户家用漏电保护器开展“地
毯式”专项检查。逐户检查漏电保护
器安装、运行情况，开展试跳测试，加
大漏电保护器知识宣传。 （王超）

武强供电：确保农户用电无忧
近日，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组织

6个供电所员工组成12个小分队，走
进田间地头，排查用电隐患，指导农
户安全用电。 （贾永生、刘建峰）

康保供电：落实安全责任清单
4 月 16 日，国网康保县供电公司

组织全员安全责任清单考试。强化
安全履职，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薛海龙）

景县供电：提前做好迎峰度夏工作
5 月 6 日，国网景县供电公司精

心部署，提前对电网设备进行巡视检
查，消除设备安全隐患，提前做好迎
峰度夏各项准备工作。 （高立军）

武强供电：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5 月份以来，为确保夏季高峰期

间电网可靠供电，国网武强县供电公
司组织开展电网线路设备安全隐患
专项排查工作。 （贾永生、刘建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