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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的和强大的 □宁 雨

“ 战 场 ”必 胜 □张风奇

●蒋子龙专栏●

“后花园”的魅力
□蒋子龙

春 天 □刘向东

柏乡税务：开启非接触式办税服务

近日，柏乡县税务局推出“非接
触式”办税服务和预约办税服务，方
便纳税人安全便捷办理业务。通过线
上申请领发票，“零接触”发票直接邮
寄到公司。 （贾永涛、张清波）
玉田税务：三项功课助企业复工复产

日前，玉田县税务局通过深入
做好税收优惠政策宣传解读、扎实
做好摸底增量业务、持续做好弘扬
爱心公益事业三项功课，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 （朱葵、杨立宝）
容城税务：确保纳税服务不断档

容城县税务局在切实加强自身
防控的同时，充分发挥税务部门职能
作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积极主动优化办税缴费服务，纳
税服务不断档。 （赵慧雪）
沧州高新区税务：服务预约纳税人

沧州高新区税务局积极推行纳
税事宜网上办理，确需线下办理的，
采取预约办理的方式。在大厅中分批
次引导纳税人到指定窗口，即办即
走，减少等待时间。（弭晓昕、崔锡程）
任丘税务：税收大数据来“说话”

近期，任丘市税务局聚焦国家税
务总局党委“四力”特别是“数据服务

大局要尽力”的要求，加强增值税发
票等税收大数据分析，精准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 （焦玲娜）
容城税务：优化服务助企业复工复产

截至2月27日，容城县税务局已
与容城县域内30余户复工复产企业
进行了充分沟通，采取线上、线下方
式向纳税人开展政策宣传辅导，优化
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赵慧雪）
沧州高新区税务：办税快捷又贴心

沧州高新区税务局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引导纳税人采取

“网上办税”。针对特殊需求，采取“预
约服务”，实现疫情防控与便民服务
两不误。 （崔锡程、弭晓昕）
柏乡税务：走访调研企业复工复产

3 月 4 日，柏乡县税务局局长顾
亚东到复工复产企业柏乡县宝石纸
业有限公司进行调研，深入企业一线
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安全生
产、健康生产。 （张清波、杨春晓）

玉田税务：多种形式庆“三八”

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玉田
县税务局组织税务干部通过手语舞等
多种形式，向所有妇女同胞表达节日
问候，通过手语舞《不放弃》向奋战在
一线的疫情防控工作者致敬。（朱葵）

霸州供电：“三心”助企业复工复产

国网霸州市供电公司通过精准
部署筑同心、率先垂范葆初心、履责
担当暖人心，全力助推企业复工复
产，赢得了广大群众赞誉。（张伟华）
隆化供电：推广“网上国网”APP

国网隆化县供电公司充分利用
手机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渠道，积
极推广“网上国网”APP，实现“网上
办、不见面”。 （祝艳丽、于子舒）
故城供电：发挥电力大数据优势

近日，国网故城县供电公司迅速
成立由计量、采集、电费等专业人员
组成的“复工复产专业小组”，谋划运
用电力大数据来破解难题。该公司利
用电力大数据，运用采集到的用电量
信息，根据企业历史用电量、当日用
电量情况等数据，将复工企业日用电
量与去年日均用电量进行比对，得出
产能恢复率，该指数可反映出每日有
多少企业已经复工，以及企业复工后
的负荷是否恢复到正常水平。为全县
规模以上企业逐个“画像”，分门别类
进行“集体画像”，有的放矢解决复工
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全县企业复
工稳妥有序进行。该公司利用“网上
国网”APP 平台引导客户办电，及时
提供上门用电检查等电力相关服务，
全力协助政府做好防疫期间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工作。（张一鸣、李明明）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要求，
在接触纳税人的第一线，秦皇岛税务
机关积极推行“非接触式”办税服务，
并全力做好人员防护和办税服务场
所安全等工作，确保纳税人和税务人
员健康安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青龙税务局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面对疫情防控新要求，青龙满族
自治县税务局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
用，通过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优化纳税
服务举措等方式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税务力量。

严格落实支持疫情防控的税收优
惠政策。编制《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温馨提示》，通过税
企微信群、短信、公告等多种渠道，广
泛宣传今年新出台的十二项支持疫情
防控的税收优惠政策，并组织各税务
分局对全县1571户生活服务、公共交
通、快递收派等重点行业进行“一对
一”电话辅导，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积极推行“非接触式”办税缴费
模式。建立“网上办、电话办、邮递办、
预约办”工作机制，印发《关于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办税服务

提示》，明确常见涉税业务网上办理
渠道和操作流程，引导纳税人、缴费
人通过河北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邮寄等“非接触式”途径办税，减少现
场办税,避免交叉感染。

着力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的现场办
税环境。办税服务厅坚持每日两次通
风消毒，建立体温检测、出入登记等制
度，全体干部按要求佩戴口罩上岗。抽
调9名业务骨干组建办税服务应急团
队，提高办税效率，妥善应对各类突发
问题。建立“预约办税”微信群，根据每
日预约办税情况，合理安排错峰办税，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截至目前，该
局共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预约服务
420余次，广受好评。 （马福乐）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税务局加强办税服务

为配合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帮助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
学习“非接触式”办税方式，秦皇岛市
北戴河区税务局依托自有的“老唐帮
办税”纳税服务品牌，通过网络直播
形式推出了“非接触式”办税实务指
导课程。课程深入讲解了国家最新出
台的支持抗疫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

策，详细演示了抄报税、个人自助缴
纳车船税等业务操作流程，还提供了
网络申请发票、邮寄发票等多个微课
程二维码，方便纳税人随时扫码学
习，吸引纳税人观看量超过1万人次。

除了网络直播课，该局还借助
“老唐帮办税”微信公众号、税企微信
交流群、QQ 群等多种途径为纳税人
提供政策宣传解读、税收业务咨询等
服务，必要时还可通过视频电话为企
业提供“一对一”的远程辅导，确保纳
税人、缴费人顺利办理各项涉税涉费
业务。为给确需到现场办理业务的纳
税人、缴费人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办
税缴费环境，该局还加强了对公共办
公区域的通风消毒，充实了窗口服务
人员的防疫物资配备，并在当地政府
的支持下安装了热成像摄像机，智能
检测进入人员体温。同时，积极引导
纳税人预约办税、错峰办税，最大程
度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在支持重点税源企业复产复工
方面，该局认真落实纳税联络员制
度，通过电话对复产复工企业开展一
对一宣传辅导，帮助企业掌握疫情防
控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顺利办理各项
涉税业务，受到纳税人一致好评。

（于兰）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优化纳税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广东番禺，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境内河涌交错，
水网如织；山丘则丛林密布，人烟稀少。宋绍定六年，也
就是 1233 年，一个叫何德明的人来到番禺，见珠江从
上游挟裹着大量泥沙而下，受潮水顶托淤积成坦，年年
增大遂成冲积平原，肥沃松软，极宜种植。心想，若在此
定居，筑堤围田，定能富甲一方。

于是，何德明选择了番禺的沙湾安顿下来，购得大
片土地，并不断开发，渐渐扩充到三百余顷。有了这等
雄厚的根基，顺势繁衍生息，何氏一脉渐成番禺望族，
将自家的大宗祠命名为“留耕堂”，两旁的对联是：“小
宗异大宗同钦于世世，前人修后人续享之绵绵。”

此外，还立下了一条很特别的规矩：“凡考中秀才、
举人、进士者，分别可获得祖荫二份、四份、八份。”每份

“祖荫”相当于七亩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何家子孙书
读好了，有了功名，不是鼓励他们离开乡土，忘记根本，
而是以土地奖励，让他们眷恋故土，永不忘根脉。由此，
番禺何氏，乃成望族。宋代，曾创造过何棠、何栗与何榘
三兄弟同榜进士的佳话。后来，以何柳堂为首的“何氏三
杰”，将广东音乐进行系统集成，创立了“典雅派”。

创办近二百年的何氏家塾，今天是广东的省级名校
“象贤中学”……不知是不是受此影响，现在属于广州一
个区的番禺，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都有七八千之众。何
氏无疑创造了一种历经劫难却绵绵不绝的家族文化，正
是这种富有强韧生命力的家族文化，令何氏一族成为名
门，并保持兴旺至今。解读何氏家族文化，理解今天番禺
人的文化意识，关键就在“留耕堂”这三个字上。

古语说：“耕种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番禺曾出土过
一块两千多年前的石碑，上刻四个大字：“大吉番禺。”那
么，番禺的“吉”从何而来呢？其古训是：第一代养地，有
地才能养人；第二代养气，养浩然正气；第三代养文化，
有文化才能培育和发扬君子之风。因此，在番禺并非只
有何氏一族如此，早已经形成一种蔚为可观的文化现
象。被尊为“岭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别号“今种”，独
开一番境界，令人浮想联翩。他削发明志，备受景仰。一
生忠愤，气魄雄奇，以诗为史，创“翁山诗派”。

只有七百多户人家却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大岭
村，先后考中过 34名进士，有探花，也有状元，出过知
县以上的官员近百名。因此，当地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异物志》作者杨孚，也是番禺人，为东汉时期岭
南第一才子。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守业尚文”“绳美祖
宗”，曾极其优美地赞颂鹧鸪的不离恋土：“其志怀南，
不思北徂。”

能够“内守”，方可持久——这是番禺本土文化的
一个重要标志。番禺曾被视为“广州的后花园”。竞争社
会，谁都想奋勇争先，没人愿意跟一个“后”字沾边儿。
番禺却沉稳干练地当着“后花园”。一个“后”字，恰好发
挥了番禺的性格优势。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性格形成，要
得益于文化的浸润和培育。历史上“后发先至”“后来居
上”的事例太多了，都是因为有文化上的“先”和“强”。
即便在极其特殊的非常时期，番禺文化中的“留耕”“守
业尚文”的意识也从未泯灭。

坐落于南村镇的“余荫山房”，位居广东“四大名
园”之冠。四大名园分别是番禺“余荫山房”、佛山“梁
园”、顺德“清晖园”以及东莞“可园”。“余荫山房”的主
人邬彬，清咸丰八年官至从二品，年龄却只有34岁，便
以母年迈为由，毅然辞官，归隐乡里。他建造“余荫山
房”也处处体现一个先人的“荫”字和一个后人的“藏”
字：“嘉树成荫，藏而不露，缩龙成寸，小巧玲珑。”因其
匠心独运，园中有园，景中含景，别具一格，境界幽阔，
一落成便成为中国园林艺术中的瑰宝。今天的“余荫山
房”，不仅完整地保留住其主人的文化理念，还凝结历
史，成为番禺地域文化的一种象征。烟云过后，时光照
旧。岁月逝去，故事存留。

番禺的所有故事，都体现了当地文化的魅力。难怪
时下流行“城市以文化论输赢”一说。古邑番禺，人文鼎
盛，卧虎藏龙，显然，这种气质堪称他们最大的优势。

沿着上苍的指引
星斗在长空移动
地气在厚土中奔涌
戴口罩的娃娃正在朗读：
春天来啦
春天来啦！
春风用它纤细的手指
把春水指向山野
到处都是春天的奔跑之声
小鸟也以其华丽无比的穿戴
牵着雨丝从远方赶来
只为了把花蕾从梦中唤醒

我们正在眺望春光
忽然被尘沙眯住了眼睛
还有沙尘暴一样的病毒侵凌
我们刚要脱去冬装
不得不重新为春天负重

事实就是这样
这是现在，也是我们的经历
自然有自然之规律

历史有历史之背景
大地说：落叶归根
于是叶子飘零
天空说：鸟儿凌云
于是翅膀扇动

尽管灾难对历史和心灵的改变
一天也不曾停止
而生命总在不断抗争中
获得新生。万物扬弃
我们认识 认识 再认识
我们否定 否定 再否定

真的就是这样
我们将适应这一切
包括自由和幸福
包括流血和牺牲

是这又一个“非典型”的春天
给我以如此非同寻常的感受
而病毒模糊而又可恶的面孔
令我和我的同胞再次警醒

是的 面对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仍然不太适应
可是 为什么我们如此齐心协力
因为我们深深懂得
生命美丽而有尊严
生命比黄金更贵重

我的诗人兄弟也身在前线
忽然发现并亲手指出：

“肉体大于人类
个人小于生命！”

就在这个春天
我们以爱的名义起誓：
人间有了灾难
我们就义无反顾抗击灾难
自由不需要锁链和牢笼
我们就砸掉锁链
冲破牢笼

我们永不放弃
在抵抗中更加热爱生命和生活
在困苦中寻找自由和歌声

此时此刻
我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战士
每一个人都在冲锋陷阵——
保卫人类！

保卫家园！
保卫人生！

在那个“非典型”时刻
在这个典型的春天
我看到了这一切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众生就是神明

我看见热血沸腾
我看见骨头坚硬
我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一个民族不朽的姓名

我看见武汉封城之时
像是要乌云压城
不是乌云压城
那仅仅是太阳在移动中
拉长了万物的身影

珞珈山上怒放的樱花
再一次为我们讲述生存和生命！

夜晚，华灯初上。公交车
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拥挤场
面，毕竟，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
得国人很少出门了。车上，乘客
不多，彼此相距也很远。车窗
外，街道繁华不再，更显得车厢
里宽敞、冷落……

触景生情，突然想到肉眼看
不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就像潜伏
在人们身边的顽敌，正伺机侵害
民众的生活。难道眼前所经历的
现实，不算一场特殊的战争吗？

要下车了，向司机点头致
意。双脚一落地，我的泪水就夺
眶而出。想起艾青那句诗：“为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人，之所
以流泪，恰因深沉的情感需要表
达——对深爱的亲人与同胞，对
深爱的祖国和家园。

随着年龄增长，发现自己的

感情愈发脆弱了，变得很容易感
动落泪。一个多月来，从电视荧
屏上，看到一组组通报最新疫情
的数字，看到一支支医疗队从全
国各地出发。虽然并不认识这些
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可敬的人
们，还是联想到了自己的兄弟姐
妹，联想到了自家的儿女。望着
白衣战士奔赴战场的背影，感同
身受，禁不住流下动情的泪水。

老友说：你是因为人变老了
变善良了。诗人李琦在诗歌中写
道：“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犹如瓜
果成熟/焰火腾空/舒缓地释放
出 最 后 的 优 美/最 后 的 香 与 爱
意 ……”是否能变得善良和最
好，自己不好确定，只是觉得，
与年轻时相比，变得更能善解人
意了。

面对这次疫情，有众多医护

人员，除夕之夜，向着武汉进
发，听到他们“国有战，召必
回，战必胜”的豪迈誓言，看到
他们面对疫情冲锋在前、勇于逆
行的坚毅身影，目睹他们与时间
赛跑、与病毒搏击，被口罩勒破
的脸颊、被汗水浸白的双手，还
有那些以身殉职的医护人员，一
想起他们曾经微笑的面孔，就叫
人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泪水是不可轻视的，因为饱
含了深厚的情感；流泪也并非软
弱，更有一种无言的力量。面对
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疫情，身在有
硝烟或没硝烟的战场，两眼冒火
呐喊冲锋的战士是英雄，两眼含
泪咬紧牙关冲锋的战士也是英
雄。譬如“疫情上报第一人”张
继先，她和她的同事们竭尽全
力，最早守卫在抗疫的前线，睡
眠不足，体力透支。她说：“我

这次把一生的眼泪流光了。”然
而每次痛哭一场之后，她又一头
扎进了病房，拼杀在险象环生的
战场……

除了令人心生敬意的白衣战
士，还有一个庞大的指挥调配系
统值得由衷赞叹。从中央到地方
到军队，有多少人在为打赢这场
战役夜以继日，呕心沥血，不遗
余力啊。

想起很小的时候，曾听奶奶
讲过瘟疫的故事。奶奶是1893年
生人，她说，几岁时，家乡暴发
大瘟疫，倒毙的人都没人掩埋，
更甭说有人来救治了。爷爷全家
只存活了年幼的兄弟二人，后
来，变卖了家中房产，才在好心
人的照料下长大。家中曾遗存一
卷老旧的房契，其中，就有相关
的文字记载。

眼前这次疫情，使人想吐露

许多过去不曾想到的话。匆忙人
生，被按下了“暂停键”，使每个人
有时间冷静地回望、沉思。或许，
此后不再追求口腹之欲，不再为
名利浮躁不安，没事的时候多陪
陪亲人，聊天、读书、喝茶或者做
饭，重启新生活的安静与美好。

想对所有为我们遮风挡雨的
人们道一声感谢，包括公交车司
机、列车乘务员、小区保安、超
市收银员、快递小哥和环卫工
人，以及所有那些日常生活中普
普通通的人们。

不该忘记钟南山院士的忠
告，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每个
人都应尽己所能，尽己之力。始
终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
民，一定能打赢这场抗击疫情的
战役，仿佛耳边又传来万众高唱
的那首 《义勇军进行曲》，群情
激荡、鼓舞人心……

一

1 月 26 日，河北支援湖北医
疗队第一批队员出征。队长，是呼
吸科专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的袁雅冬教授。

袁教授，是我一个小区的邻
居，时常在大门口遇到。她给我留
下最深的印象，是穿着漂亮的裙
子，看起来优雅、知性。若不是看
到她在武汉定点医院身穿防护服
接受采访的镜头，我也许永远想
象不出她作为医生的另外一种形
象，果敢、干练、坚定。

那么美丽、那么娇小一个女
子，把我“迷惑”了，竟忽略了她的
职业。报道中说，十七年前抗击非
典，袁雅冬就带队战斗在隔离病
房一线。十七年来，每次有呼吸专
业的医学险情，她总会出现在一
线。而这么多年的邻居，我对这样
的一个“她”，毫不知情。

在小区一楼的一个普通单元
里，住着袁雅冬一家。她家楼前，有
一片很茂盛的月季。每到春天，大朵

的月季花开得恣肆、鲜艳。我时常去
那里赏花。今天，特意打那片月季前
走了一趟。女主人不在，枝上紫红的
新芽已经冒出来一寸多。待到花开
的时候，她一定早就凯旋了。

二

一天晚上，我把口罩、帽子、
手套全副武装，到小区外办事。

门店大都落着卷闸门，素日里
热闹喧嚣的门店有几分落寞。小街
上暗淡、冷清。走到街角，海波两口
子的菜店亮着灯，一人捂一个大口
罩在收拾东西，也要打烊了。他们
老家是河南，我搬到这条街，俩人
已经在这里卖菜好几年了。这些
年，生了两个孩子，买了一处房子。
现在，孩子都读高中了，老大好像
今年要高考。眼瞅着，他们做买卖
越来越着急，好几年不回河南过年
了。俩孩子上学，哪儿哪儿都用钱。
今年，爽性一天都没歇。

周围都黑着，显得这个小菜店
的灯光格外明亮，照出半条街。他
们家不歇，周边的邻居们心里就踏

实多了。海波每天天不亮就去进
货，菜都很新鲜。门店是敞开式的，
空气流通也好。海波媳妇说，就是
怕也得过呀！戴口罩，勤洗手吧。

拐到另一条街，一个外卖骑手
忽地从身边“飞”过。骑手身材高
大，看起来体格不错，应该是个年
轻人，戴着口罩、头盔，看不到脸。

这也是一个勇敢“逆行”的人
啊。应该为他祈福。

三

1月29日，到省文联去值班。
搞卫生的师傅早早就来了。

一年到头，总见她在楼道里、院子
里干活儿。拖地，清洁卫生间的洗
脸盆、水龙头，扫院子里的落叶。
搞卫生是个良心活儿，这位师傅
是个眼里有活儿的人。

交完班，夜班同事还不走。我
们俩，加收发室的小焦，跟师傅一
起，四个人给楼里院里犄角旮旯
喷洒消毒液。说实话，我真讨厌消
毒液那股子味道，呛鼻子、呛嗓
子。可是现在，拿着喷雾器，一寸

一寸地喷，像给地里点种。下意识
里，播下消毒的种子，病毒就灰溜
溜地不敢来了吧。

年前，院子里的紫藤树和碧
桃、紫叶李修剪得很整齐，挂上灯
笼、彩吊儿，整个小院洋溢着年的
喜气。此刻，院子里的灯笼依然红
彤彤的，这红，却有了几分肃然。
河北的艺术家们已经行动起来
了，诗歌、歌曲、快板书、京韵大
鼓，大家在加强自我防护的同时，
也在以艺术的力量战疫。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也没歇年，优秀作品
每天推发。

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没
有一个人不是战士。

四

在自家阳台上布置了几个花
筐，腊月种下一筐螺纹椒、一筐直
立生菜，还有一个花筐种的是六颗
牵牛花的种子。不知是因为这个冬
天阳台上冷，还是什么原因，二十
多天时间螺纹椒也不发芽。牵牛花
只有一棵长出来，结了花骨朵。

宅在家里，读书，写东西，闷
了就去阳台走一趟。这成了一种
消遣。

有一天早晨，忽然发现螺纹
椒那个筐子有三处土松动了。凑
近了蹲下身子去看，是一撮一撮
的小芽。又过一天，小小的辣椒苗
就完全顶开了土皮，伸出两片细
长的叶片，种子的硬壳还留在其
中一个叶片上，像个俏皮饰品。

据说，一颗种子从种到土里
到发芽，需要走很长的路。首先，
它得被合适的环境唤醒，再消耗
身上的能量，分化出根，分化出
芽。顶土而出，是其生命里又一个
必需的过程，那需要巨大的、超越
它自身重量百倍千倍的力量。

不尝试播种，怎么有机会感
知种子的力量呢。

立春时，很多人发朋友圈，为
春天祈福，为祖国祈福。螺纹椒的
种子，也一定是感觉到了春天的
召唤，而加快萌发的。

灾难终将结束。让我们一起
期待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