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7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张继合 视觉编辑：喻萍
电子邮箱：zhang_jihe@163.com

10

红 豆 花 开
□蒋子龙

●蒋子龙专栏●

塞罕坝散记 □北 野

盼年，总是盼着有好吃的，有新衣
服穿。许多时候，一些人家，只有到了
过年，才舍得去割肉、包几顿饺子。民
以食为天，世间对年的期盼，是扎进了
骨髓里。

生活在乡土中国的人们，饮食是永
远不变的主题，尤其是对于过年的准
备，刚进腊月，就要开始着手了。有一
首民间流传的童谣唱道：“二十三，糖瓜
儿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糊窗户；
二十六，炖炖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
八，把面儿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
晚上闹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从这首
民谣里可以看到，过年，充满欢乐祥和，
也充满着烟火味儿。无论离家多远，无
论回家多难，过年，都能把家里人团圆
到一起。

在年节的边上，故乡的炊烟似乎格
外浓艳、旺盛，充满乡情的烟火气，
让每座村庄情意盎然。即便天气再寒
冷，孩子们都会出来玩闹得不亦乐
乎，打雪仗，坐雪橇，冬天的世界是

他们天然的游乐场。孩子们的声音
里，奔涌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毕
竟，快过年了。

这时候，人们会到附近的山上找
柴火，作为过年期间的燃料。准备众
多美味的吃食，肯定比平时需要的柴
火更多。父母早就准备好了干柴，母
亲说，用锅煮饺子需要旺火——干柴
才能带来烈火，才能煮出好吃的饺子
呀。我十岁那年，可以举动斧子了，
锯柴劈柴成了新鲜的活计，想到可以
吃到期盼许久的饺子，便干劲十足。
其实，进入“小年”之后，母亲就开
始做各种面食了，眼前都摆满了：黏
豆包、黄面饼、糖三角以及红枣馒头
等，面食里的麦芽糖泛着香味儿，越
嚼越甜。原来，过年是甜的。

一家老少，沉浸在迷雾般的蒸气
里，外面的瑞雪正翩然地下着，将过
年的气氛，营造得愈发浓郁、愈发温
情。临近除夕那几天，全家忙得热火朝
天。最忙的当属手巧心细的母亲了，从

打扫屋子到准备食材，屋里屋外方方面
面，她都能紧凑却不忙乱地打理好。锅
里正在煮糨糊，是用来贴对联贴窗花
的。大门、卧室门等，都贴上各种吉祥
话，车上贴的是“人车平安”，鸡圈猪圈
里贴的是“六畜兴旺”，粮仓贴的自然是

“五谷丰登”……
在这种特殊时光，邻居们也是一样

的呀，家家户户都屋里屋外地忙乎着。
虽然外面有风雪，室外是零下十几摄氏
度的严寒，贴对联肯定很冻手，但大伙
忙得有声有色。母亲在几步远外看着，
校对着我和妹妹贴的上下联是否对齐
了。父亲这个时候在统筹安排，家里的
春联福字，他要看看都安排在哪些门
上。这个时候互相串门，便滋生了新鲜
的喜庆感——大门第一眼，就跟着亮堂
起来。

当然，还有挂红灯笼、挂彩灯串那
些趣事。夜晚降临，整座房子都跟着五
彩斑斓起来。每一项备年活动，都伴着
阵阵的鞭炮声，伴着一首首快乐的歌

谣。那几晚，灯泡因为刚擦洗过而显得
更亮了，似乎在演习着死心塌地地“守
岁”哩。

很明显，家里的过年美食，早已
越来越好了。人们的兴奋劲儿也是水
涨船高。比如，全家人会清洗所有的
杯盘碗筷，会对屋里屋外进行大扫
除，感受最强烈的是擦灯泡。灯泡都
是一年一擦，所以，再次点亮后，真
的是有晃眼睛的效果，照得屋里瞬间
明亮，那种明亮劲儿带着心里也跟着
亮堂起来。

还有，全家人必须适时沐浴，真的
是有从里到外的舒坦劲儿——通体舒
泰。望着房子和家人焕然一新的面貌，
忙活了一年的疲惫，瞬间扫光。新贴的
春联经雪花擦洗后，愈加明艳动人了，
上面的吉祥话怎么念都觉得好听。在
雪花的陪伴下，一家人笑呵呵地贴窗
花、挂灯笼，孩子们蹦着跳着，这是他们
盼了一年的大节日，和平时的撒欢儿明
显是两个感觉了。

车子过了古城承德，一直向北跑，
眼见得山势高起来，人便落到了窄窄的
山谷中，两面坡背上的树一层一层密下
去，最后就浓重得如一团墨，悄悄地压
上头顶，整个世界如同被握在一只渐渐
收紧的手掌中，忽的眼前一闪，车子里
游人的脸，被山夹缝中一个野湖泊的水
光照得亮一下，又暗下去。塞上天高气
清，所有的建筑和城里的人，都被纯净
的天光映照得极洁净，心清气爽，一脸
透明的笑容，但这一切还留不住旅人的
游兴，车子一直向北跑着。

木兰围场，史料上说是清朝康熙皇
帝北巡塞外，为训诫皇家子孙划定的一
处行围肄武之地，自此列为家法，代代
巡幸，一来磨砺后人，不忘马背上的艰
辛，二来检阅武力，威慑边疆各部。皇家
猎苑，长久的封闭和不断的管护，给今天
留下了一片神奇的古风。而五十余年前
那场感天动地的造林大会战，更是让人
们对此处多了几分期许。车子继续向北
跑，并且弯弯曲曲地爬高，两边的山塬上
已不见了赤裸的石崖，一团一团的杂
木，或松或桦，或榛或杨，或藤蔓荆棘，
或野葡萄山梨子，丛丛簇簇，拥挤在深
壁之间，完全不成规矩，只浮起一团深
暗的绿影，在车子的周围飘动。从窗子
望出去，眼见道路被一团绿色生生截

断，正想这路可能走到了尽头，却忽然
一个旋转，身子硬给扭过来，随着车子
跑上了另一条路。

爬高，再爬高，车子突然跃上了一
片高岗，眼前一幕平坦的大野铺展开
来，人们的心一下子挣脱了被压在谷底
下面的沉重，舒出一口气，才看到车子
外面那匆匆掠过的花海，林带，长天，白
云……塞罕坝到了。

几百年前，这里曾被称为“美丽的
高岭”。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三代林场
建设者战风沙、斗严寒，用青春和热血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奇迹。如今，这
片土地又将以什么回馈远方的客人
呢？停车小憩，人们走下车来，一颗来
自尘世的心突然被草原给予的喜悦震
惊：蓝天之下，野花烂漫，清风吹拂，波
起波平，一股浓重的馨香逼得人呼吸紧
促；天空中无数的鸟飞鸣着，抬眼看时
却不见踪影；云层里忽然有一个黑点向
你急射下来，抬头急忙躲避，却见黑点
在你尺把远的空气里缓了一缓，横着荡
了出去，在一叶长茎上停稳，向你“叽叽
叽”地唱出一串铃声，原来是一只美丽
的叫天子，这玩笑让你惊喜、叹气。

有泡子的地方就有草原的眼睛，高
山平湖，湖清则鱼肥。高原僻远，这鱼
多半不识人类伤害，在水中懒懒地游，

阳光射入水底，这鱼就完全是在一片虚
幻的光线里浮着不动，用手去触，就摆
两下尾巴，搔得你手心酥痒，捞上来斤
把重，下力抓紧，这鱼才意识到危险，横
蹿纵跳，可是已被牧人放进饭锅里。远
远地，泡子周围就洒满了牧群，骆驼、
鹿、羊、牛、马，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
习性，一声吆喝，百畜回头，呦呦低鸣，必
会牵动草原远近的牧群长啸回应，很久
很久，你还会听到草原深处传来的隆隆
回声。车子开动的时候，常常会引来野
鹿、狍子的追逐，这些动物们可能是对这
现代的奔跑者产生了兴趣。不远不近地
跟着奔跑。车子一停，它们就忽的一下
四散奔逃，一直窜向那草原上的高处，才
站住脚，回头遥望着远方来客。蓝天之
下，它们的长角在阳光里晃动着，一圈
一圈闪着彩色的光环。

在漫漫天野之间，有一个很突出的
落脚处——点将台，其实是一个方圆百
十米的石山，据说当年噶尔丹叛乱，康
熙率军平叛，交战在乌兰布通，战前点
校大军的帅台就是这脚下的石山。现
在临风而立，指点千里林海，也可感悟
当年的雄风。点将台向西十几里，就是
乌兰布通古战场遗址——十二座连营，
再向北的一汪湖泊就是将军泡子。据
考证就是当年清军与噶尔丹的战斗场

所。古战场上，凹凸起伏，仿若沟壕，游
人多有从此拾得瓷块、断箭、甲片等物。
将军泡子水流清冽，映出一池的蓝天白
云，有群鹳游戏其间，野鹳或灰或白，或
紫或红，美丽者还有赤麻鸭、黑琴鸡、草
枭、红嘴鸭等珍禽，出没在草莽之间，其
中一种叫金腰燕的小鸟胆子最大，竟敢
飞到游人手中的草枝上，欢唱戏语，首尾
翎毛或蓝或绿，只腰背一抹如着金漆，一
身玲珑，让人惊喜，引逗则作啄人状，久
久停留不去。

看看天近傍晚，草原的远景都沉浸
在太阳的余晖里，车子靠一个村边停
住。这里的村子都不大，十几户人家，
一色的木栅围墙，高约丈八，遮掩的房
屋只剩一条屋脊露在天外，村人憨厚，
古道热肠，随便哪家都能住，喝酒吃茶，
烤羊腿，莜面鱼子、莜面窝子搓得两手
白花花，蒸熟了，狍肉卤子金针汤一下
浇到底，吃起来舌下生津，摁不住的一
个香。第二天车子开动，主人还硬是扯
住你，装上满满一挎包蘑菇、金针、长寿
菜。山里人实在，不会精明话，一个劲
地说：“山野土产，不成敬意。”其情真挚
可人，一把山珍野物在手，忍不住两眼
泪水汪汪。

呵，壮哉，围场；呵，善哉，塞罕
坝人。

名重一时并引得文徵明、
郑 成 功 、 顾 炎 武 、 袁 枚 、 曹
寅、翁同龢与章太炎等名流显
贵前来瞻拜的红豆山庄，如今
只剩下一棵红豆树了。大树四
周高墙维护，墙门紧锁。近五
百 年 来 ， 山 庄 毁 了 建 ， 建 了
毁，然而，这棵红豆树，却始
终森然挺立，繁阴浓重。

一棵树撑起了一座村庄，
一座村庄因一棵树而成为一种
文化符号，成为古代才子佳人
向往的一块圣土，给人以无限
怀想和遐思。只要红豆树在，
人类的相思便有所依托，山庄
的魂就在。宋末元初，以“古
今多少兴亡恨，都在声声晚寺
钟”等佳句传世的顾细二，为
杭州、上虞一带的名士，向与
书画大家赵孟頫交厚。忽必烈
入主中原，赵官拜翰林学士，
遂向元主推荐顾细二，欲招之
入朝为官。顾却坚辞不受，携
老 少 弃 家 远 避 ， 行 于 虞 山 左
侧，见水土不错，便在补溪畔
立户，开荒种地，晨耕晚读，
补溪岸边逐渐形成了村落。

明代嘉靖年间，顾家后人
又从海南移来两株红豆树，红
豆珍稀，人见人喜，于是，便
有了“红豆山庄”的名号。真
正成就山庄巨大声名的，是奇
冷的崇祯十三年深冬，发生了
一件奇事：

“艳过六朝，情深班蔡”的奇
女子柳如是，一身男装打扮，青
布束发，蓝缎儒巾，突然造访虞
山，叩响了钱谦益家冷寂多时的
门环。一个有故事的人到来，让
红豆山庄滋生了新的故事。殊不
知，故事就是魅力，她一下子给
红豆树注入了灵气，成为天下有
情人爱恋的象征物，并见证了一
段传奇姻缘。

在官场屡屡失意并已丧偶
的钱谦益，正心神寂寥、满腹
悒郁，柳如是从天而降，令其
大喜过望，感动莫名，遂邀柳
在自己的“半野堂”住上一段
时间，柳欣然应允。他们一同
踏雪赏梅、寒舟垂钓，相处和
谐，心神大畅。为答谢柳如是
相慰之情，钱谦益亲自督工，
仅十天工夫，便在红豆山庄为
柳如是特建一楼，依据 《金刚
经》 中“如是我闻”之句，钱
谦益将小楼命名“我闻室”，以
应合“如是”的名字。柳深为
感动，她历尽坎坷，成名后虽
结交过诸多风流才子，常有千
万人捧着，但多是逢场作戏，
难 托 终 身 。 倒 是 这 位 花 甲 老
者，知疼着热，有情有趣，反
能相知相感，给她一种长久以
来便渴望的安适与恬静，敢作
敢为的柳如是便以身相托。

钱谦益比柳如是年长整整
36 岁，且为罪臣，前程无望，
面对美人的一片痴情，就想哄
得娇妻高兴，将婚礼办得别致
而张扬。他租了一只富丽堂皇
的芙蓉舫，在舫中摆下酒宴，
邀来十几位好友，随舫划入虞
山脚下的松江之中，在碧波之
上，在箫管鼓乐声中，两人一
个高冠博带，一个凤冠霞帔，
双双拜了天地，喝了交杯酒。

这场婚礼引人艳羡，甚至

在士大夫中招来物议：“亵朝廷
之名器，伤士人大夫之体统。”钱
谦益能有这份勇气，也恰恰证实
了他对柳如是的珍视和真情。可
惜，红豆香风留美人，却不一定
留得住男人的野心。或因怀才不
遇，心有不甘；或越是仕途坎坷，
钱谦益越是觉得当官还没有当
够。当他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借助
柳如是的关系谋到一个官位时，
旋即明亡，作为明臣他们想以死
殉国，来到两人相识的西湖，决
定投水以洗辱全节。到真要付诸
行动时，钱谦益借口水凉退却
了。任柳如是再刚烈，既为人妇，
就得遵妇道，随夫意，只好再退
一步，劝诫丈夫隐居世外，不事
清廷，也算对得起故朝了。钱谦
益慨然允诺，但没过多久，借口
头皮发痒剃光额发，留起清人的
辫子，公开降清并在清廷谋得一
个闲差。但他确是命蹇事乖，很
快又因一门生犯案被捕，锒铛北
上，押往刑部大牢。柳如是扶病随
行，上书陈情，请托斡旋，誓愿代
死或从死……柳氏的义行不仅最
终把钱谦益搭救出来，还冲淡了
世人对他降清的诟病。至此，钱
谦益在官场旋进旋退，三起三
落，不免怀念红豆山庄。

山庄照旧接纳了他们，红
豆树宽慰了他们。但，原先并株
的两棵红豆树，却只剩下了一
株。世道变了，人也变了，怎么能
叫树不变呢？相思树、相思树，整
天在一起还用相思吗？不相思，
相思树还能有活力吗？令人讶异
的是，在留下来的这株高大的红
豆树旁，又长出一棵朴树，与红
豆相依相靠、相扶相助，蔚成奇
观。由此钱谦益和柳如是，过了
十年安定的日子，他们还有了个
女儿，可谓锦上添花。1661 年 5
月，正当钱谦益 80岁生日，12年
未开花的红豆树，一夜间含苞吐
蕊、异香浓郁，二人大喜，相拥而
泣。到了 9月，霜降叶落，柳如是
遣人在树下细细搜寻，终于收获
了一枚晶莹饱满的红豆，山庄沸
腾……世上恐怕也只有红豆，开
花结果才会如此轰轰烈烈。见到
它开花已属不易，能得到它的果
实就更难。确是“红豆生南国，秋
声传一籽”。

在四百余年里，这棵红豆
树只开花 23 次。距今天最近的
一次开花是 1932 年。或许是因
为现代人已经不会相思了，现
代 人 讲 究 “ 闪 婚 ”“ 一 步 到
位”，无须相思，不知相思为何
物，更用不着一波三折、好事
多磨，“空见相思树，不见相思
人”，红豆树还为谁开花结果
呢？幸好，在柳如是拣到红豆
三百年后，陈寅恪意外地也得
到了一枚红豆山庄的红豆。这
枚红豆向他传导了什么信息，
致使老先生受到电光石火般的
启发和感动，“不顾年老体衰、
指僵目盲，穷十年心血”，完成
了长达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于是，红豆山庄俨然形成
了一派“红豆文化”，那棵红豆
树 也 成 为 爱 情 的 吉 祥 物 。 或
许，当人们重新学会相思、珍
惜相思的时候，就会发生感天
动地的爱情故事，到那时，红
豆树还会开花结果吧。

春节就要到了，思乡之情日甚，不
由想起老家的宅院。那座宅院已经很
老了，酷似一位沧桑垂暮的老人。人们
一代一代从这院落里走出去，再也不回
来。如今，这院落里空无一人，热闹不
再，灶火湮灭，只有那上了年岁的堂屋，
和旁边一间两间的小屋舍，坚守风雨
中。故园堂屋，依旧等候着远去的亲人
们归来，安抚隔辈先人的灵魂，放飞一
缕缕意趣悠远的乡愁。

柔软婉约的乡愁代代无尽。那么，
思念故园的情怀，究竟飘落在何处呢？
最醒目的当属静卧老家的那座宅院，它
已经变成难以省略、无法拔除的根。正
中便是堂屋，跨进门槛，跟来去匆匆、两
肩风霜的先人们悄然对话。或许，这才
叫岁月安好、神情交融吧。

堂屋左右，各留一道石台，那是童
年翻越高高门槛的助梯。眼下，孩子们
都已长大成人，那高高的门槛再也不是
什么障碍了。堂屋，曾意味着漫长的童

年时光。于是，孩童的梦想与未来也在
堂屋里一枝一节滋长起来。似乎，青春
年华，只属于那座年纪老迈、规矩森严
的堂屋了。那两扇门，大大的，高高的，
门楣精雕细刻，两侧窗户同样镂空雕
花。紧顶门楣，悬挂着两副房梁垂挂，
宫灯那种样式，笼中裹挟着一团木质火
球，像是不停地燃烧，照亮着这座院落
中所有人的未来，同时，也预示着令人
神往的前景：干干净净地生活，平平安
安地过上好日子……

堂屋里未设祖宗牌位，尽管如
此，家族里世世代代，都是从这座古
老院落里走出的，后人把先人的躯体
从这里送出，魂归黄土，又把他们的
灵魂，在这里怀想、瞩望。其实，世
间的乡愁，无非是后人与先祖之间的
朴素愿望与质朴心灵熔铸在一起，恰
如《孔子家书》的话：“与善人居，如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
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

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从头至
尾，把堂屋里的家训精读几遍，吸取
先人的传世哲学与精神力量，然后锤
炼属于自己的人生智慧。

故园堂屋，是典型汉族民居的缩
影，也是传统民居的礼仪空间。堂屋，
地位尊贵，必定设在房屋中间，俗称“客
堂”。由于平时敞开，又称为“明间”。
卧室，则属“暗间”了。堂屋，用于尊祖
敬神、祭天拜地、婚丧寿庆以及禳鬼避
凶等，一座堂屋，足以容纳整个世界。

《晋书·淳于智》记载：“家人既集，堂屋
五间拉然而崩。”唐代顾非熊也在诗中
写道：“我家堂屋前，仰视大茅巅。”自
古，每族每户的堂屋，早已跻身于筹内
交外的正经场合。

其实，最具特色的中国民居当属四
合院。四合院，堪称北方常见的建造
样式。正堂居中，连接东西与正南方
向的配房，簇拥着向阳的大门，大门
的方向，多选择南向或东南或西南方

位。俗语说：“堂屋有量不生灾，正堂
宽敞出贵人。”其中的含义就是，正堂
或厅房要宽敞明亮；东西厢房的建
造，讲究“宁叫东高万仞，不让西出
一头”。为了曲径通幽，院落有序，常
设“回音壁”或“影壁墙”，那可是居
住安全的无形臂膀啊。

老家那座堂屋，犹如一位情感细密
的母亲，虽历尽沧桑，却给不同时代的
子子孙孙最浓郁的温暖、最深切的牵
挂。起初，是后人成长的记忆；接下
来，还隐含着祖传的风骨和规矩。血
脉绵延，传承赓续。时光，呵护着堂
屋不倒。家训，则护佑着心心相印、自
强不息的继承脚步。智慧传承，经年不
老——这就是远离故乡、魂归故里的人
生格局。

春节越来越近了，故乡的堂屋不
老，乡情萦绕。那座堂屋，沟通着历史
与现实，弥散着难以割舍、无法省略的
人文味道。

雄县供电：提前部署春节保电工作
为确保全县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春节，国网雄县供电公司提前部
署，全力做好春节保电工作。（陈哲峰）
行唐税务：持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行唐县税务局积极落实减税降
费政策，成立减税降费领导小组，强
化分工协作，明确目标责任，积极帮
助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李卫江）
山海关税务：党建引领做好工作

山海关区税务局积极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通过搭建平台、团队合作、
座谈谈心等方式，树立全局意识，确
保全年工作的圆满完成。 （檀帅）

馆陶税务：税费收入稳中有增
馆陶县税务局将积极推进法治

税务建设，掌握重点行业和重点税源
指标变动趋势，实现以查促管以查促
收，实现税费收入稳中有增。（郭俊龙）

滦州税务：服务基层 服务企业
滦州市税务局围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按照“领导
带头、精准对接、全局覆盖”的原则，
服务基层、服务企业。 （杨永旭）

馆陶税务：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馆陶县税务局以纳税人为中心，

创新工作思路，找准切入点，全面提
升纳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郭俊龙）

玉田税务：积极唱响“五个一”
玉田县税务局基层党支部唱响

支部“五个一”：组织好支部书记轮训、
讲好支部书记专题党课、搞好志愿服
务活动、为纳税人办好事办实事、开好
专题组织生活会。 （高杨、朱葵）

张家口供电：完善工作机制
张家口供电公司提前从建立组

织体系、完善工作机制、落实保障措
施入手，全面执行保电任务，形成分

级负责、层层落实的保电体系，力保
春节保电万无一失。 （张岩、杨松）

霸州供电：扶贫帮困送温暖
1月9日，国网霸州市供电公司扶

贫工作小组深入王庄子乡开展扶贫送
温暖活动，为贫困户送去米、面等慰问
品，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用实际行
动为他们送去温暖。 （赵亚彬）

景县供电：全力备战春节保电
春节日益临近，国网景县供电公

司春节保电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该公
司把春节保电各项工作逐条逐项落实
到位，稳扎稳打做好春节保电工作。一
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电网实时
监控，合理调度，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
式。二是组织输、变、配、信通班组对县

域管辖设备组织进行有效特巡，扎实
开展设备和线路全方位隐患排查，早
发现、早处理。三是组织物资、带电作
业、运行操作班组合理安排人员，确保
春节期间出现应急抢修情况保证物资
以及抢修及时性，确保发生紧急情况
能够第一时间上下联动、快速抢修。四
是加强对政府机关等重要部门、辖区
重要客户的电力设备巡查，组织对煤
改电用户进行上门走访，宣传安全用
电常识，确保全县人民春节期间用上
放心电、安全电。 （邢健健）
景县供电：多措并举情暖“返乡季”

日前，为更好地满足返乡人员
用电需求，国网景县供电公司多措
并举，为返乡人员延伸供电服务，确

保返乡人员温暖过冬。做好电网薄
弱环节的事故预想和应对措施，组
织各供电所加强对重要客户、配电
设备的排查检修，及时排除隐患；及
时落实抢修设备、物资和备品备件
管理，全面做好应急抢修工作。建立
特殊客户用电档案。与当地村干部
联系，摸排返乡务工人员回家过年
人数及情况，做好有针对性服务。开
通“绿色通道”。在营业窗口开设专
柜，对返乡务工人员家庭复电业务
的申请、送电等工作，做到当日办
理，当日送电。提供“服务上门”。对
返乡务工人员开展上门服务活动，
检查其室内线路，发现隐患及时消
缺。目前，该公司共上门服务121户，
消除缺陷45处。 （邢健健、湛晓利）
景县供电：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活动

近期，国网景县供电公司纪委多

方位、多形式组织开展酒驾醉驾问
题专题教育整治活动，积极营造安
全、畅通、有序、和谐的交通安全环
境。一是各单位组织全员集中学习
13起酒驾醉驾典型案例通报、《国家
电网公司员工奖惩规定》等，让全员
充分认识到酒驾醉驾的危害以及给
他人和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二是
以部室、班组为单位签订《拒绝酒驾
醉驾承诺书》，全员在承诺书上签下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承
诺，提高全员遵纪守法意识。三是开
展《拒绝酒驾，文明行车》致员工家
属一封信活动。信中明确酒驾醉驾
的处分和处罚，员工家属当好贤内
助和好帮手，让员工拒绝酒驾醉驾。
目前该公司签订《拒绝酒驾醉驾承
诺书》30份，收回致家属一封信回执
733份。 （邢健健）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情系故园 □谭国伦

脚步声声盼新春 □袁恒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