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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卷 ”那 些 乐 趣 □李国文

●李国文专栏●

■杜甫诗中写

道：“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这

“神”，就是“开卷有

益”的结果。读书

越多，捕获知识的

面就越广阔，文思

驰骋的领域也越无

垠无涯。

村 庄 的 山 上 □杨献平

“左大帅”的
悔 意

□马 军

我做梦也没想到，十岁之后，
每天醒来，第一眼就可以看到传
说中张三丰修行过的山峰，而且，
只要想看，随时随地都可以。它
就在我们家对面，中间是一道低
岭，再是村子，再是长而弯曲的一
道大河沟，再向上，就是森林开始
的地方。郁郁葱葱的森林，一色
的松树，间杂着楸子、柿子、核桃、
山楂、板栗等树种，以及黄荆、杠
柳、灰毛黄栌、胡枝子等灌木。整
座山呈馒头状，但山顶上，分别又
凸起两座石崖构成的山峰，合起
来犹如一只巨大的手掌。分开的
话 ，一 个 叫 和 尚 山 ，一 个 叫 茶
壶山。

我 们 家 原 先 就 在 村 子 里
住。读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
屠龙记》，我就使劲想，要是能遇
到张三丰就好了，我可以拜他为
师，学些武艺。可爷爷说，那张
三丰是啥时候的事儿了？都几
百年了。我有些沮丧。爷爷说，
这和尚山上，张三丰是住过一段
时间，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是老
爷山，到现在，他当年那柄斩妖
除魔的宝剑，还插在百米高的山
崖上面。

有一年，南太行乡村忽然兴
起了捉蝎子、收蝎子的风气。放
了暑假之后，我们就去山上捉蝎
子。别人一天捉几百只，我最多
捉不到二十只。每一次，看着别
人家孩子提着铁桶或者塑料袋子
去卖蝎子，我总是不敢近前，怕被
人笑话。母亲和别人攀谈起来，
问到我一年捉蝎子卖了多少钱，
她也羞于出口。有一年夏天，我
发誓要多捉蝎子多卖钱，一雪前
耻。于是乎，就约上一个和我一
样蝎子捉得少的同村同学，离开
众人经常翻的村子四周的山坡，
迈开双蹄，马驹子一样直奔茶壶
山和和尚山。

这山不高，路也近，可走起
来，才知道“看山眼里边，走路累
死人”的真实含义。这茶壶山和
和尚山，在当地人心里，不仅是制
高点，也是一个有着许多神话传
说的神奇地方。据说每当下雨
天，日光放晴之后，站在其他山岭
上看，只见茶壶山、和尚山四周金
灿灿一片，老人们说，那是长虫出
来晒太阳了。我奶奶则坚持认
为，茶壶山上长有仙茶，谁喝了，
谁可以长生不老。还说，那蛇，就

是看护仙茶的。
我俩爬山越岭，一路翻石

头，心里期望每一块浮动的石头
下面，都有蝎子。可直到茶壶山
跟前，翻了无数的石头，捉的蝎
子比平时还要少。有点懊恼，就
坐下来吃带的干粮，喝水。那位
同学和我同岁，他的父亲是一个
极其会讲故事的人。我们两个人
闲聊的时候，他说，咱们捉不到
蝎子，不如去开开眼界。我说，
这深山老林的，开啥眼界？他
说，你不知道吧，听俺爹说，这
和尚山凸起的山崖上，有一个石
洞，里面有石桌、石椅、石炕、
石墩，要不，张三丰咋会选择在
这里修行呢？

我们两个走到和尚山跟前，
这是主峰了，但主峰以上，又凭空
长出了两座巨大的、足有百米高
的红山崖。我俩一前一后，抓着
茅草和荆棘，爬到山崖的中间，果
真有一个很大的山洞，可到山洞
之间，还有很深的裂缝，根本看不
到底。我俩面面相觑，觉得不能
冒这个险，只好原路返回。回到
家，也没敢跟父母说。倒是写作
文的时候，我把这次经历写了出

来。语文老师一看，说很好，并且
把我介绍给了乡文化馆的朱馆
长。他看了我的作文之后，拿出
一张报纸给我，上面有他的文章，
写的就是茶壶山、和尚山。从他
的文章中，我才知道，这和尚山
上，不仅住过张三丰，抗战时期，
我军一位高级将领也在那里住过
一段时间。

被老师一表扬，我就有点飘
飘欲飞的感觉，对这类探险或者
说当地性的书写，兴致忽然越来
越大。有一次，我听说，我们村与
武 安 交 界 的 山 岭 上 ，有 长 城 遗
址。趁着一个周末，我和表哥一
起去看。走到跟前，才发现，那里
早就立了一块碑，上写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明长城。再到文化馆
查看《沙河县志》，才知道这里的
长城确实是明代“真定十三镇”长
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这里还有
一座关，名字叫作郭公关，再向东
十华里的山沟深处，还有一座大
岭口关，武安长寿村与山西左权
拐儿镇接壤的山头上，矗立着一
座货郎神关。

读初中以后，有一年春节，
和几个同学去了老爷山。斯时的

老爷山，已经更名为北武当山。
用了大半天，带着热切的期盼到
达山顶，才发现，这山顶，其实
也是一处绝壁，最窄处不到一
米，极其险要。山上有真武大帝
庙，但没有了道士。只是，张三
丰当年斩妖除魔的宝剑，确实还
插在庙对面的绝壁上，我仰头看
了一会儿，确非人力所能及，不
由赞叹，也觉得张三丰在此修行
的传说，大抵是确凿无疑的了。

很多年之后，我已经参军入
伍，某一年冬天回家，不见父亲。
母 亲 说 ，父 亲 在 黄 门 岩 修 长 城
呢。当时隐隐觉得，我们老家这
一带，可能也会成为旅游区了。
想想也是，如此之多的人文古迹
和神话传说，还有森林、深谷和奇
形怪状的山峰，要是做成旅游区
的话，我们村的人就不用再出去
打工了。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开
发工程停了下来，直到现在，我们
村周边的这些古迹人文仍旧在荒
草与荆棘中湮没无闻。所幸，这
些年来，村子四周的山岭上，种植
了不少板栗树，每年秋季，板栗遍
地，也为人们带来了好收成和好
前景。

开卷有益，此语出自宋人王辟
之的《渑水燕谈录》，这是一句励精
图治的古话，鼓励世人勤勉读书。

读书的目的有二：一是求知，
二是消闲。求知也好，消闲也好，
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求知，未尝不
具消闲的功能。消闲的书，未必不
提供知识。虽然，鲁迅先生在文章
里引用过苏轼的诗句，“人生识字
忧患始”，因为从识字到读书，从读
书而求知，在某种意义上说，进入
知识之门的同时，也就打破了自身
认知的平衡。

所谓“忧患”就是知道不足，遂
有追求，感到欠缺，就要弥补。懂
得宇宙之大，才认识到个人的渺
小；明白芥豆之微，才知晓自身之
浅薄。因此，学无止境，虽是老生
常谈，但活一天，学一天，开卷有
益，确实称得起真理。

打开一本书，总会给人带来学
问，只是多少和大小的区别罢了。
有的书，是大学问；有的书，是一般
的学问；有的书，未必有什么学问，
甚至连教益也谈不上，若能在阅读
时获得片刻愉悦，那也是孤独中的
最佳伴侣了。当自己的朋友因为
什么缘故，把背冲着你的时候，请
放心，潜藏内心的书籍不抛弃主
人，与书为伴，陪伴知音，便是极其

可贵的知己了。
正 如 不 怎 么 挑 食 的 习 性 那

样，对于书籍，只要能看得下去，
我总是不放过的。几乎是来者不
拒，很少选择，更不排斥。因为我
对好心人的谆谆教导，应该读什
么 书，不应该读什么书，从来抱

“敬谢不敏”的态度。我一向认
为，没有不可看的书，只有看不到
的书。不过，近年以来，视力严重
衰退，对于时髦的书、流行的书、
炒作的书，那种不可以当枕头、只
可以垫脚的书，就只好遗憾，放弃
阅读了。

当下，太多的书难免鱼龙混
杂，良莠不齐，令想读书的人，面对
书海，颇感挠头。如果无所适从，
茫然失措，因噎废食，糟粕固然没
了，精华也随之而去。其实，不去
其糟粕，何来精华呢？好书和坏
书，自己来判断；糟粕与精华，自己
来定夺；予取和予弃，自己来把握，
不受别人干涉，不看别人脸色，不
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不以别人的
标准为标准。王辟之所说“开卷有
益”这四个字，就是在真切、睿智的
抉择之中，得到文化的补给、精神
的充实。

我的阅读主张，说来简单，与
胃口的好恶决定多吃、少吃或者不

吃，是差不多的。那些有学问、对
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
法阅读，反复咀嚼，徐徐品味；那些
有学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
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
汁，吐其渣滓；那些没有什么学问
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书，也许在某些
人眼中不属大雅的书，视若敝屣的
书，我就用“吃石榴”的办法来阅读
了。固然，石榴这东西，可食的部
分极少，不可食的部分尤多，但在
苦、涩、酸之外，尚有甘甜之清香，
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口味。

鲁迅先生说过：“一说起读书，
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
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
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
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由此
可见，求知和求生，是同样的道
理。因此，春华秋实，往往付出得
多，收获也多，只要读书，就有收
获。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多
读一本书，才多一分智慧的光亮。
于是，我想起一个忘了出处，但总
是砥砺着自己的读书故事。

那应是一本革命回忆录，记述
着革命前辈的亲身经历。上个世
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
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主人公，被
抓进反省院里。在关他的单人牢

房的墙夹缝里，掏出来一部未被狱
卒发现、已很零散的恩格斯的《反
杜林论》。显然，这是前一位关在
这间牢房里的难友，有意留存下来
的。他在那几年的关押反省期间，
这部可以说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哲
学书籍，是他唯一可读的书。抗战
爆发后，党把他营救出来，后来，他
竟然成为一位研究《反杜林论》的
哲学专家。

由此推想，若是处在这种状况
之下，我将会携带一本什么书籍
呢？这虽是荒谬的假设，如果只
给我拥有一本书的选择自由，我
会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和鲁迅的
杂文集二者之中择其一，这是我
读了一辈子的书，从十几岁时读
起，一直读到今天，90岁了，仍像孔
夫子所说的那样“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乎”。

杜甫诗中写道：“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这“神”，就是“开卷
有益”的结果。读书越多，捕获知
识的面就越广阔，文思驰骋的领域
也越无垠无涯。神驰八极，心怀四
溟，自然胸有成竹，下笔从容。因
此，活到老，学到老，便是热爱文化
的中国人“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的
要务了。手不释卷，属于读书人的
一生追求，万万不可懈怠、荒废呀。

晚清重臣曾国藩和左宗棠，
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可惜，他
俩的个性，差异很大。曾国藩是
著名的理学大师，根基深厚，个人

修养极高；左宗棠才干超群，脾气超大，常常显得孤
傲不群，盛气凌人。曾左二人因此没少龉龃，这副对
联似可为之佐证：

季子敢言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攻，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

何曾？
上联为曾国藩所撰，通过巧妙嵌入左宗棠的

字——季高，调侃他名高而实不高，与自己对事情
的看法和意见常常不一致。下联为左宗棠所对，他
依例嵌入曾国藩之名，嘲讽他名为“国之藩篱”，实则
徒有虚名，战场上既不能攻，又不能守，经纶济世、治
理国家也乏善可陈。

此副绝对固是带有玩笑性质的互为揶揄之作，
不能过于当真，但两人的态度和性情还是显露无遗
的。曾国藩的诙谐、幽默与涵养，左宗棠的耿介、刚
直与峻刻可触可感。应该说，在翻云覆雨、险恶非常
的朝堂上，这样的一对能人，要处好关系绝非易事。

1864年6月，曾国藩向朝廷汇报军情，其中涉及
浙江境内的一场大战，这个捷报让朝廷很高兴，特别
予以嘉慰。可是，左宗棠却勃然大怒，因为守卫浙江
的正是他，他认为，这是曾国藩在有意哂他防守不
严。于是，他写信给曾国藩，尽泄斥责和愤激。

有趣的是，曾国藩不急不恼，只是回了这样一
封信：我查看同治二年七月，富明阿将军到蒙城
时，曾经给巡抚唐训方写信说“您实属调动乖
方”，与您这次来函同一声调，您博学多师，不单
效法过去的贤哲，而且也以近来的名流为师，实在
是收获不小啊！

在清朝，将军和巡抚在一省之内职务是平级，只
是前者负责军事，后者为行政，按礼制和惯例，相互
致函应用征询和商量的口吻，不能向对待下属那样
命令和指责，这是“礼”。中国古代，对“礼”的重视程
度是非常高的，将其视为保证国家和人际关系正常
秩序的规范，就连皇帝也不能轻易逾越和破坏。可
是，由于富明阿没有多少文化，只是个赳赳武夫，因
而才在给唐巡抚的信中闹了个笑话，成为官场中的
话柄。

左宗棠是举人出身，饱读圣贤之书，当然知道这
个，只是在盛怒之下忘记了其他。曾国藩既不为自己
辩白，因为他深知辩也是白辩，极其自负的左宗棠根
本不听这个，同时也不与其计较，而是抓住左在行文
中“失礼”之瑕疵，一顿调侃，将左宗棠与富明阿“合并
同类项”，令人捧腹之余，也让左宗棠羞愧难言。

曾国藩的儿女亲家——郭嵩焘，也是晚清一位
重要人物，他曾在皇帝身边参与枢要，很受宠信。在
左宗棠被人弹劾，陷入危境时，慨然相助，才使左宗
棠躲过一劫。对郭的肝胆仗义和锦绣文章，左宗棠
十分佩服，可是，当郭在广东巡抚任上被人挤兑时，
左宗棠却一连上了四道奏疏，弹劾郭嵩焘不称职。
郭嵩焘忍不住向曾国藩大倒苦水，曾国藩听了，淡然
一笑说，左宗棠就是这么个脾气，他不单对你一人，
对谁都是如此。只要他认为谁错了，就会板起脸来
和谁干。不要计较，我有个“六不”的法子，你可以试
一试。“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就是不
辱他、不骂他、不见他、不问他、不捧他更不害他，一
句话，君子“和而不同”。郭嵩焘听了，茅塞顿开，两
位亲家翁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左宗棠西征前，曾国藩和幕僚吕庭芷论起左宗
棠来，曾推心置腹地说：“西北边疆的事情，除了左宗
棠没有谁能够胜任，不要说我，就算胡林翼再生，也
同样代替不了他。你说他朝内没有第二人，我说他
是天下第一。”这固然有曾国藩一贯的谦虚在其中，
但其推崇之情却是真诚的。左宗棠在前线做韩信，
曾在后方做萧何，军需粮草全力支持。其实，岂止是
这次，曾国藩的一生鼎力助左的事情多了，一直到他
去世为止。

曾国藩生前，左宗棠没少骂他，但曾国藩去世
后，左宗棠却一改以往。在西北军营中，左问幕
宾：“人家都说曾左，不谈左曾，何也？”一青年狂
士一语石破天惊，举座瞠目结舌：“因为曾国藩心
目中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没有曾国藩，
只此一点，即知天下人何以言曾左而非左曾矣！”
左宗棠居然出人意料地起身谢曰：“先生之言是
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死后，我极重之。”
遂郑重地手书一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评价之高，推崇之甚，敬意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唏嘘莫名。一个桀骜不驯、骂人没腻的“左大帅”，能
够由倨而恭以至敬意满满，即可知曾国藩处世与做
人的智慧有多高，格局有多大，修为有多深了。

正定居滹沱河之阳，与省会石
家庄隔河相望，古称常山、真定。
历史上正定一直是府、州、郡、县治
所，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
镇”，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又以

“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
坊”著称，此地处华北平原腹地，沃
野千里，自古繁盛。

初识正定，约在 30 年前，当
时 85 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在
全 国 热 播 ，做 为 主 要 外 景 拍 摄
地，位于正定城内的荣国府和宁
国府，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纷
至沓来。在道路和交通尚不发
达的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三五
同学赶早乘大巴车，颠簸五六个
小时慕名到正定参观，除了荣、
宁二府外，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
大佛寺。时光荏苒，往事如烟，

忆及少年事，欢愉犹在尔。
正定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仅在 3.6 平
方公里的古城核心区就集中连片
地拥有1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且多是重中之重，如河北唯一
的唐代建筑开元寺钟楼。北宋皇
家寺院隆兴寺内铜铸宋代大佛，
高 22 米，为国内现存最高古代铜
佛，高大雄阔。该寺因此又称大
佛寺，寺内荟萃了 4 座宋代建筑，
堪称中国古代建筑之精华。正定
城墙始建于北周，现存为明城墙，
外部包砖，东、西、南、北四城门外
均附月城和瓮城。由南城门向北
延伸为正定古城中轴线，即一条
逾千年历史的古街道燕赵大街，
老街两侧由南及北，巍巍然，矗立
着广惠寺华塔、开元寺须弥塔、临

济寺澄灵塔、天宁寺凌霄塔4座古
塔，错落点缀在古城的街巷和民
居间，相互守望，傲视千百年风雨
战乱，成为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
古城人共同的乡愁。

古城之美，在于不断的探索
发现中。2000年6月，在正定古城
一处建筑工地出土了一通青石赑
屃巨碑座，重约 107 吨，同时出土
大小残碑10块及刻有二龙戏珠图
案的碑首残部。如此巨大的石碑
座，国内罕见，经考证，为五代成
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的德政碑。在
唐末五代的百余年间，名为唐朝
藩镇，实为独立王国，节度使独霸
一方，藐视朝廷，其历史沉迹实证
了“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军节度
使的僭越野心以及武人统治，至

“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的史实。

正定古城文化积淀丰厚，从正
在实施考古发掘的开元寺南遗址
即可见一斑。开元寺始建于东魏
兴和二年，唐开元二十六年更名为
开元寺。本次发掘位于开元寺南
墙外，已历五个春秋，揭开了深藏
于地下一千多年文化层的神秘面
纱，自下而上，唐、五代、宋、元、明、
清直至近现代依次叠压，一目千
年，遗迹丰富。从这些脉络清晰的
文化层，仿佛看到先辈沉重的历史
脚步，又如翻开一本正定城厚重的
历史书。所揭示的道路、房址、院
落、古井、窖藏、庙宇等遗迹，以及
出土的大量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
遗物，包括日常用具、宗教遗物和
手工业商业遗物等，无不展示了千
百年来，古城百姓在此繁衍生息，
商贸繁荣的市井生活。

近年来，随着正定古城保护
工作持续推进，历千百年岁月的
文物建筑重获尊严，尤其是正定
古城墙维修保护以及南门系统
的恢复，疏浚护城河，并依托此
建成了正定环古城墙公园，使得
城市环境风貌极大改观，古城焕
发新韵。一湾碧水绕古城，城内
绿树成荫，美丽的天际线再现。
登上雄伟的古城墙，漫步畅游，临
风赏月，仰观天象，俯察市井百
态，西望巍巍太行横天际，南览
汊河流水泛清波。正定已经成
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古城
在讲好百姓故事，赋彩全面小康
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

在正定，望得见山，看得见
城，记得住乡愁。正定之美，在古
代，更在当下和未来。

古 城 故 事 □刘 洁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峰峰税务:廉政家书倡新风
峰峰矿区税务局聚焦廉政建设，

从全局税务干部中征集“家书家训”
及“劝廉书”集中展示。充分发挥家
庭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促
进党员干部廉洁从税。 (宋亚超)
安新税务: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安新县税务局坚持问题导向，加
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该局通过对
各项工作制度、工作纪律的落实情况
开展明察暗访，促使广大党员干部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刘保良)
永清供电:扎实推进提质增效工作

近期，国网永清县供电公司结合
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牢固树
立“过紧日子”的思想，紧盯提质增效
核心内容，坚持挖潜与提增、开源与
节流相结合，围绕资产管控、电力调
控、生产经营、营销服务等重点工作，

根据业务归属、岗位性质和工作特
点，把拓增量、提质量、降成本、增效
益做为具体任务明确到每一级责任
人，做到每个部室有任务，每位员工
肩上有指标，实现一级压一级，确保
层层能够有效落实。 (杨丽萍)
蠡县供电:助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针对小微企业发展规模小、用电
设备隐患多、技术人员短缺等方面的
情况，国网蠡县供电公司在积极做好
安全用电宣传的基础上，主动服务小
微企业，细致查找用电线路和设备安
全隐患，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用电
负荷等情况，为小微企业开具“差异
化”的用电方案，规避用电风险，提升
企业用电设备安全健康运行水平。
同时，该公司还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
患，积极与企业进行沟通，采取客户
座谈、电话随访、实地走访等多种形

式，认真听取梳理客户的意见和建
议。然后根据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及用电特点，指派技术服务人员帮
助企业制定整改措施，及整改存在的
问题或不足，指导企业优化用电，合
理安排生产班次，避开用电高峰，帮
助企业节能降耗，降低成本，助力小
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未丹）
景县供电：打好迎峰度夏“四张牌”

国网景县供电公司精心部署夏季用
电高峰期安全可靠供电，坚持打好迎峰
度夏“四张牌”，确保电网平稳运行。

一是打好“树害治理牌”。建立
线路树障隐患档案，责任落实到人，对
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问题及时解决。
对线路通道内的树木定期检查，确保

树害治理到位。二是打好“隐患排查
牌”。开展度夏“六防”专项检查，加大
对变压器等设备巡视检查力度，发现
问题立即消缺，排除隐患。三是打好

“防汛预警牌”。为防止突发暴雨灾害
危及设备安全，制定专项防汛措施，强
化员工防范意识及应急能力，有效应
对天气变化和突发状况发生。四是打
好“应急抢修牌”。制定应急预案，备
足抢修物资，如发生恶劣天气等造成
的停电事故，快速集结争取用最短时
间排除故障，恢复供电。 （冯钊）
阜平供电：多措并举开展防汛工作

为保障汛期电网安全，国网阜平
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开展防汛工
作。一是细化目标任务并逐级分解

落实,确保防汛责任覆盖无盲区。二
是对处于低洼地段、泄洪通道、河流、
水库周边的电力设施开展隐患排查
集中治理，累计清理鸟害、树障等隐
患 963 处。三是主动对接应急、水
利、气象等部门，及时将掌握的汛情、
水情及恶劣天气情况推送至各供电
所，并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四是全面
梳理现存防汛应急物资，对防汛物资
的数量、存放地点等进行核实登记，
做到定点存放、专人保管、定期维
护。五是严肃值班纪律，严格执行领
导带班、值班人员到岗到位值班制
度，确保重大信息及时反馈。目前该
公司累计巡视线路 51 条，发现各类
防汛隐患均已整改，全力保障了辖区
内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董杰）

蠡县供电：发挥监督主体作用
今年以来，国网蠡县供电公司以

提质增效为目标、以实精新特为抓
手，抓好“三个一”，充分发挥各监督
主体专业监督作用，将关口前移、防
患未然，取得了良好效果。“三个一”
即开列“一张清单”，实行监督目标
清单化管理，按月列出监督重点任
务清单，按照每月监督重点任务清
单，不定时提醒、月底总结；打造“一
支队伍”，探索“5+X”模式，在各职
能部门和供电所抽调多名监督专
员，结合领导班子成员党建联系点
和纪委监督，形成了公司领导监督、
各牵头部门专业监督、综合协调专
班专责监督；建立“一套台账”，督促
各专业部门对照巡视巡察反馈问题
及典型共性问题，分类建立《问题整
改台账》，对照发现的问题，逐一排
查整改，并举一反三，确保整改一个
问题、解决一类问题。 （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