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18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张继合 田恬 视觉编辑：喻萍
电子邮箱：zhang_jihe@163.com

10

帝 王 好 诗 □李国文

●李国文专栏●

■如果有帝
王文学排行榜的
话，曹操名列前
茅，是毫无疑问
的。在中国人的
记忆里，至少他的
这两句诗歌忘不
了，第一句是“何
以解忧，唯有杜
康”，直到今天，还
挂在酒鬼的口边；
第二句是“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几
乎是所有上了点
年纪的中国人，用
以自勉的座右铭。

家 藏 老 榆
□郭羊成

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封建时代
的一大特色。

凡君主，无论识字的，不大识字
的，坐上龙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
觉之后，都想在诗词上表现一下自
己。为什么中国帝王好附庸风雅，而
外国帝王却没有这种嗜好呢？英国的
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王，先是伊丽莎
白女王，后是詹姆士一世，两位都喜
好戏剧，但他们从不亲自操刀，只是
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回顾唐朝，
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但有一流
的、超一流的诗人，而且，诗人之多，
如过江之鲫，根本用不着唐太宗、高
宗、玄宗与武则天等来凑热闹的。不
行，这些日理万机的君主，偏要加入
这场诗歌大合唱，与李白、杜甫为伍，
也五言七绝起来。

封建帝王，君临天下，必以文治
武功彪炳史册，立万世基业，才能称
作明主。不过，中国产生过将近三百
位帝王，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
所有昏君、庸君与暴君坐在龙椅上的
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而最能体现
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不过，帝王作
诗，通常或绝或律，四句八句，省功省
力。而且，上句没有写完，下句早有人
拟好呈上来；而且，只要写出来，侍读
学士，经筵讲师，无不哄然叫绝；而
且，谁也不敢当着皇帝的面，说长道
短，总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也是中国
帝王好写诗的一大动因。

唐末的黄巢，也曾攻进长安称过
帝，一首《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
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
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代的赵匡
胤，黄袍未加身前，也写过“欲出未出
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
天上来，逐却残星赶却月”的诗，“辣
达”二字，可能是赵匡胤自创的词语，
而题目只一个字，曰《日》，也很怪异。
明代的朱元璋，也写诗，他学黄巢咏
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
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
甲。”黄巢和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
而后成为帝王的，透出来一股杀气。
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
一淄流，别看文化程度相对低下，写
诗的积极性却绝对高涨。若当不上帝
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
上龙椅，治国我在行，写诗更在行。硬
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这就是在文
化上处于弱势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
必然行为。

朱元璋为帝，写过一首《咏燕子
矶》诗：“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
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
有几多。”那种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
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
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别忘了，我是
皇帝，不行也得行。

汉代的刘邦，亭长出身，级别最
低的保甲长之流，衣锦还乡到了沛
县，诗兴大发，吼出过一首《大风歌》，

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
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
过诗的话，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
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三
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
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
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
美了。

刘邦为中国写诗最少的帝王，而
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当数清代的乾
隆皇帝。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
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很遗憾，没
有几首流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
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位高
产的“诗帝”。记得他有一首刻薄钱谦
益的诗：“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
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
八郎。”乾隆笑话钱谦益的诗，没有什
么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其实，他
的四万首诗，十数卷御制诗集，也只
堪“遮酱覆醅”之用。此人的诗四万
首，除以他的八十八岁高龄，平均每
年要写四百多首诗，平均每天要写一
至二首，即使他是专业诗人，打死也
办不到的。何况他整整当了六十年皇
帝和三年“太上皇”，公务在身，估计
多数是“枪手”代劳的了。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
称得上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如果
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名列前
茅，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人的记忆

里，至少他的这两句诗歌忘不了，第
一句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
今天，还挂在酒鬼的口边；第二句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乎是所有
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用以自勉的座
右铭。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
以后，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如
此金玉良言者，有几何？

当然，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
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后主李煜，
还有“中原心耿耿，南泪思悠悠”的宋
徽宗赵佶，在帝王级诗人中，算得上

“一流”或“亚一流”水平，但他们以写
诗的浪漫，去治理国家，以写诗的激
情，去抵抗外侮，最后，无不落一个国
破家亡，客死他乡的下场。接着，就该
是写“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
庭”的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写“如何汉
天子，空上单于台”的隋炀帝杨广了。
以上这四位亡国之君，在好写诗的帝
王中，应是出类拔萃的，至少他们写出
来的是诗，而非“顺口溜”。

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个很糟糕的
皇帝，但他的诗却很出彩，有其不同
于当时华靡文风的刚劲雄壮。然而，
诗归诗，人归人，据唐代刘餗的《隋唐
嘉话》记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
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
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
否？”由此可见，帝王好写诗，对真正
的诗人来讲，恐怕就未必是一件好
事了。

江南饮茶，湖湘品辣，各有各
的风味。比如，苦苣菜堪称华北最
常见、最普通的家常野菜。老家房
前屋后，只要土壤丰厚、水气滋润，
新芽初育的苦苣菜，都能恣肆地成
长起来。长在或石头或水泥的缝
隙里，那种自由的神态，可与郑燮
笔下的《竹石》相媲美，枝叶之间，
显然隐含着一种“任尔东西南北
风”的刚劲风骨。

早在春秋时代，《诗经》就写
道：“甘之如荠。”据说，荠菜堪称野
菜当中的上品，难怪民谚说：“三月
三，荠菜赛金丹。”细究起来，野菜
的魅力，早在孔丘之前就风靡天下
了。最起码，享用过野菜的角色，
既有平民百姓，也有尊贵帝王，比
如，李世民、朱元璋，还有清朝的雍
正皇帝……

每年惊蛰一过，庄稼地还没

有耕种，西北风吹打着广袤的田
野。虽说天未暖透，垄头苦苣早
已蕴育新灵气了。就那么迅速，
几场春雨过后，苦苣暗藏的白白
嫩芽，看似柔弱，却以顽强的毅
力，一股脑地顶破初春土壤，一
点点浅嫩的淡绿色，像缕缕春
风，萦绕在沃野之间。与村舍的
性情无关，和沟渠的脾气各异，
春天早在民谣的节奏里，悄然登
门了。这种情调酷似孟郊 《连州
吟》的诗句：“春风朝夕起，吹绿
日日深。”杜甫也曾感叹：“青青
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
颠沛流离的苏轼，也多次触景生
情：“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

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
可惜，苏轼先生那“一城花”，却
挡不住老家小院的半缕苦苣香。
还是任由孟郊先生的“吹绿日日
深”，来哺育初春的嫩芽味道吧。

华北老家出产的苦苣极富个
性，它沐浴在阳光雨露当中，放开
筋骨，拔节吐芽……稚嫩的苦苣
菜，犹如花瓣似的嫩叶，随妩媚的
春风繁茂起来。它们挨挨挤挤地
苫住了地皮，田间地头、山谷溪边、
道旁房前，几乎一夜之间，便到处
绿油油、嫩汪汪的。零星的两三株
也好，一簇丛生也罢，多半属于野
生苦苣菜吧。

据《本草纲目》记载：苦苣初春

时生苗，茎中空，折断时，会流出白
汁，开黄花和野菊相似，其种子附
生白毛，能随风飘扬。苦苣的根系
发达，可再生，因此，寻找它们有规
律可循，位置大体是固定的。其种
子以风为媒，八方漂泊，四海为
家。它们的个性随遇而安，这便为
世人在异地邂逅苦苣提供了好机
会。俗语说：“睹物思人。”殊不知，
天下苦苣菜，同归一源，不管哪里
原生的、何处成长的，遇见一株，足
以尽吐思乡之情了。

每到苦苣可采，一定会有三五
个小伙伴相约，挎着小篮，拿着小
铲，满山疯跑。撞见了苦苣菜，立
刻激动地欢呼起来，接着，对准其

根部，用锋利的小铲挖下去。苦苣
菜，遍地野生，很容易到手，工夫不
长，就能挖满满一大篮。家里人细
致，一根一根将鲜嫩的苦苣菜挑选
出来，再铺进一个菜盆里，清洗几
遍。末了，或蘸酱生吃，或用开水
焯了，再与蒜末凉拌，做成一道“苦
苣沙拉”，苦甜相夹，极有情调。

苦苣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不
仅有营养，而且，药用价值也很
高。可以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尤
能治肠炎、痢疾、咽喉肿痛等。尽
管如此，乡间的苦苣菜，生长起来
既有创意，又融诗意。它们顽强地
期盼春风、静候朝阳，只惦记着奉
献给这个世界最纯真、也最本色的
生命味道。苦苣菜的情怀，朴实平
和，却又丰满扎实，酷似江淮清醇
的绿茶、巴黎浓艳的咖啡以及东京
柔嫩的海鲜吧。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家乡那
些“老爷房”们，总是会生长出更新
的屋檐与房舍。

四川大巴山一带，盖房不说
建，说“展”。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
地方，从一间演绎成多间，裹挟着原
房的木料与砖石，添些新材料，再建
一座新房子。如果不用老房的木料
与砖石，换成一码新，那就叫修房。
印象中，房子有破损、有坍塌，倘若
重新建好，才能跟修搭上界。

赶上展房，就知道人家的房子
不够住，年轻人要分家了。遇到修
房，就是拆旧建新。这与北方人的概
念不同，北方，修房就是补救破损的
房子；建新房，当然是盖新居了。

迫于儿孙增多，南方人家就不
断地展房。在“展”的过程中，各家
各户的“老爷房”频繁地更新换代。
一位祖宗就有了无数后代，血脉像
河流一样，不断地分支延伸，伸向
大地的每个角落。

展出来的房子，有旧料的基
础，说新不新，说旧不旧。展出房子

的砖石，说不清几代人使用过，渗
透进了岁月的痕迹。木料也说不清
几辈人沿用，犹如被光阴轻抚过，
光滑透着远意。虽说陈旧，大概，也
只有这种房子，才凝聚着巴蜀一代
代的团聚与乡愁。

屋顶，旧瓦和新瓦一起乱用。
旧瓦，蓝黑色，新瓦，灰蓝色，在远
处一看，房顶上的瓦，斑驳一片，展
的房子，一目了然。更讲究的人家，
会把新瓦放在屋顶阳面，旧瓦藏在
屋顶阴面。置造屋顶，为了更美观
吧。新木料，撑在房屋的正面；旧
的，潜身房子的内瓤。尽量和谐，旧
木料刨过以后的黄色，属于成熟的
深黄。新木料则是清新的鹅黄，犹
如没有成熟的嫩牙子。新旧木料怎
么刨也有区别，根本掩饰不了，外
人来过都能看出房子是展的。雕花
与镂空的窗子以及屋檐下的垂笼，

新旧匹配，防止看上去太花了。
其实，展房的功夫，并不亮在

堂屋里，从屋顶的瓦片，到下面的
地基石头，以及立墙、大门及窗饰，
都由几代祖宗的老房子材料构成。
建成后，把能够排得出的祖宗牌位
都一一安放到案，祖宗们就在堂屋
里，随同几代人的老房子材料，一
起相聚，在初一和十五的青烟袅袅
里，先人们仿佛刚喝过茶，依旧在
老房子里活着。

生儿育女添家丁，那么，“老爷
房”就要派生新房舍了，毕竟，一家
人的聚合离散，堪称无可奈何的天
意。世道轮回，光阴荏苒，祖辈的羽
翼，再也遮挡不住儿孙出笼的渴望。
有舍有得，亲情滋长，才能抚慰那些
血肉相连的留恋与期待吧。“老爷
房”的陈年木料和旧石、古瓦，都要
随同后代的繁衍，一次又一次地分

割。血脉，就这样滋生演化，一辈辈
地延续下去。亲情与乡愁，家园与故
乡，一丝不苟地打磨着古老而新奇
的生命主题。

老木料都是上百年的柏木，多
少年也不会腐朽。老瓦，也不会腐
蚀。一座“老爷房”，如同几代人的传
承那样，一百多年的老窗户、
老木门，还在支撑着儿孙们
的家园。祖宗的气息留存在
那老木老瓦上，老木细口，如
同先祖皮肤上的毛孔，还在不忌寒
暑、不舍昼夜地呼吸着，与他们的子
嗣们，心息相通。老人会在儿孙小时
候，讲述房子的故事。哪一根椽子是
老爷爷们留下的，哪些立柱是祖爷
爷缔造的。告诉后人，要仔细地察
看，声色俱美地记住，毕竟，出生的
故土与遥远的先祖，始终缠绕着离
不开的乡音与故土。

不知何时，更新的砖石房，被
儿孙们逐渐采用——不用根木，不
用片瓦，而是利用现代建筑方法，
成规模地替代“老爷房”。光阴易
变，祖辈挣来的房子，不再被后人
们欣赏和使用，谁也拧不过儿孙的
选择，挥不去的，恰是老人们流连
的泪水与怀念的叹息。乡下“老爷
房”孤寂了，空荡的房舍，分散在曾
经热闹的巴蜀山间。再后来，儿孙
赴远生活，年龄更短的砖石房，也

只能退出生活舞台的中心，
守在“老爷房”的廊前屋后。

房舍在，乡愁在，没有房
子的故乡，反倒变成了空寂

的概念。房前屋后，树木花草一年
一枯萎，一岁一峥嵘。那都是慰留
远方儿女的独特风景，就那么简
单，格外清爽——一丝怀想，一缕
温馨，静候着那群“老爷房”，轻盈
地呼吸，默默地等待着。这种情感
与漂泊巴蜀的杜甫很类似，“我行
山川异，忽在天一方”“鸟雀夜各
归，中原杳茫茫”……

涉县鸡鸣铺，坐落于太行山深处。村子不大，
仅三四百人。地域虽小，交通很便利，那个年代，
常见飞奔疾驰的汽车往来，呼啸轰鸣的火车迎风
掠过。其实，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庄，距外面的世
界，并不遥远。

鸡鸣铺村名的由来，与刘秀有关。相传，王莽篡
权，有人对刘秀说，想收复江山，必须广收兵将。一
天，刘秀赶夜路已近黎明，忽然听到雄鸡鸣叫，刘秀
随口说，这个地方大概名叫“鸡鸣铺”吧。从此，这座
小山村就有了御赐的名字。一声鸡鸣，既叫亮了披
星戴月的漫漫长夜，也叫醒了不辞辛劳的山里人。

家住村西，靠近山脚，门口有一条时令河，汛
期来临，河水上涨，“哗啦啦”从眼前穿过。雨水
少，河水也微薄，有时，只能露出干涸的河道。家
附近还有一个平顶小山包，俗称为“寨”。山包上，
柏树苍翠，叶底鸟鸣，郁郁葱葱。家院墙外，就是
那口甘甜的水井。尽管井水不旺，却从不干涸，当
地人也喜欢打井水解渴。

老院，坐北朝南，院身阔大。靠南，有棵老榆
树，不知道什么时候种下的。树叶小而繁密，树干
质地坚实，树干很粗，树冠很大，几乎遮住了半个
院落，由于老榆树的高大茂密，常有鸟在树上筑
巢，经常听到鸟鸣，似乎在对家人倾诉与交流。那
时，还不知“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诗句，现
在想起来，确实蕴含了这种景色和意境，这为山村
的贫穷和辛酸，平添了几分诗意。

老榆树下有石桌、石凳，父亲在树下整理农
具，母亲只顾洗衣服、忙针线。来了客人，一碗水，
一袋旱烟，在老榆树下招待。老榆树下，还是孩子
们嬉戏玩耍的场所。小伙伴们都喜欢在老树下追
赶嬉闹，绕着奔跑，靠着它，拥抱它……老榆树的
覆盖，好像辟出了一方快乐天地。在这棵老榆树
下，听着父辈讲朴素的做人道理，接受着最质朴的
启蒙教育。当然，老榆树还是情感宣泄的场地。
小时候不懂事，把母亲气急了，可能打孩子几下，
于是，倔强执拗、嚎啕大哭、私下怨恨……常令人
经年难忘，毕竟，那棵老榆树一直在陪着我。

常回老家，端详老榆树茂密、挺拔，好像有它
在，就能帮老房子撑起半个家，撑起一家人的天，
同时，也撑起蓬勃的希望。榆树的躯干、树根，坚
韧、扎实，深深地植根在我心中，甚至，直接影响了
我的一生。在我的记忆中，老榆树酷似我家一个
重要的成员。

老榆树，浑身都是宝。木质坚硬，经久耐用，
属于各种器具上好的木材。榆树皮、榆树叶、榆钱
儿都能充饥，当年，贫穷缺粮少食物，这些东西立
刻变成了重要补充。北方传统吃食“苦累”，在榆
钱上撒点儿玉米面，上锅蒸熟，再用醋、盐、蒜末调
成汁儿浇到这种吃食上，简直就是一道美味。

榆钱儿好吃，榆树叶、榆树皮也能吃。小时
候，母亲把榆树皮晒干，磨成面，榆皮面的粘合力
特别强，再掺上一点儿玉米面或豆面，压成饸饹，
吃起来光滑顺溜，而且，能吃了一茬又一茬，香甜
香甜的，至今都想得起香甜、爽滑的感觉。

榆面饸饹最拿手，当年，既吃不上肉，也吃不
上油，来这么一碗榆面饸饹，别提多美味了。大火
烧得旺旺的，锅里的水滚开着，饸饹压到锅里，快
熟的时候，会做个“调花儿”，往铁饭勺里放点儿
油，在火上烤热，油烧红时再捏上一小撮儿韭菜、
葱花或小蒜，锅盖闪起一道窄缝儿。再把调花儿
饭勺伸进锅里，顿时听到“咕嘟咕嘟”的声响，一
时，香气四溢，沁人心脾。每次吃到这种饭，犹如
邂逅美食大餐，吃一顿，心里美上好几天。然后，
再盼望下一顿……

家门外那口甘甜的井水，常年滋润这棵老榆
树，亲眼看见榆树的根须从水井阴潮光滑的壁缝
里伸出，攀爬在井壁上。这棵老榆树年龄应该上
百岁了，不知是谁栽的，真应了那句话：“前人栽
树，后人乘凉。”和老榆树一起生活，依靠它的庇
荫，灾年又扒光树皮，捋尽残叶，它仍然挺拔旺盛
地生长着，而且，越长越粗，越长越精神。由此想
到自己的先辈，栽种时，是否已经想到了连绵不断
的后人得以福荫呢？尽管先辈都已作古，这棵老
榆树，犹如那些同样劳作的祖辈先人们。

离家多年，不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榆树，或
类似榆树的植物，自然而然，想起老家院里那棵老
榆树。“昔时顽劣郎，两鬓已成霜。儿时老榆树，几
回入梦乡。”尽管那个顽劣少年已两鬓斑白，不过，
家乡依旧，老榆树也一直茂生在心中。

苦 苣 叶 叶 鲜 □周海丽

“ 老 爷 房 ”背 影 □谭国伦

秦皇岛供电: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9月2日，秦皇
岛供电公司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光盘行动，把节约理念贯穿到采
购、烹饪、用餐等方面。 （刘国峰）

霸州供电：延伸秋检进企业
9 月 9 日，国网霸州市供电公司

“廊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走进煎
茶铺镇丰林模具厂，上门检查客户用
电设施和运行设备，指导企业做好秋
季安全用电工作。 (赵亚彬)
雄县税务：春风助发展 惠企暖人心

雄县税务局持续抓好减税降费
工作落实，让企业用好用足国家优惠
政策，最大限度享受改革红利，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许巍)
玉田税务:劝导文明出行显成效

为增强全县人民文明意识和交
通意识，玉田县税务局积极组织志愿
者开展文明交通劝导活动，进一步增
强市民安全出行意识，形成文明出行
的良好社会风尚。 （杨立宝）
滦州税务：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滦州市税务局严格落实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通过实施“服务+支持”
系列服务举措，不断加强对个体从业

者的政策支持、扶持力度。（杨永旭）
成安税务：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成安县税务局积极解决办税流

程、岗位职责、服务规范等办税中遇到
的重点、热点、难点办税问题，不断提升
纳税人办税服务满意度。 （纪文新）
曹妃甸税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曹妃甸区税务局通过升级改造
办税服务大厅、优化网上办税服务流
程、执行“最多跑一次”服务清单等举
措，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刘妍）

南堡税务：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南堡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以提升服

务质效为导向，不断推进税收信用体
系建设，强化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应用，
提升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杨悦婷）
成安税务：深入推进减税降费工作

成安县税务局通过利用纳税人课
堂、大数据信息技术等多种形式，进行
减税降费政策宣传，提升服务质量，确
保减税降费政策应知尽知。（刘爱平）

曹妃甸税务：问需小微企业
曹妃甸区税务局深入走访小微企

业，不断加大“银税互助”宣传力度，让
符合条件的企业全部参与进来，让政
策红利惠及更多纳税人。 （毛少华）

滦州税务：不断提升普法质效
滦州市税务局以抓好领导这个

“关键枢纽”、抓好机关这个“关键阵
地”、抓好绩效这个“关键导向”为抓
手，不断提升普法质效。 （杨永旭）
曲阳供电：提质增效助推经济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国网曲阳县供电公司成立“提质增
效+供电服务”专项工作小组，安排专
业人员深入企业了解用电需求及未
来用电增长点，不断满足客户多样
化、个性化的需求。通过客户走访、
政企联合等方式，全面梳理辖区重点
企业，为其提供 24 小时电能质量咨
询、突发停电沟通、业扩业务全跟进
等具体服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该公司对企业一般采取多回路供
电和多重保障，编制“一线一案”“一
户一案”保供电方案，对每条供电线
路和客户专用配电室进行精准巡视
和运维，并精准开展调度运行，有效
控制线路负荷，确保可靠运行。主
动上门，走进生产车间、数据机
房，对低压线路、用电设备开展测
流测温，把脉健康状况，保障线路设
备安全可靠运行。 （张平）
景县供电：报修故障双降成效显著

国网景县供电公司精耕细作，多

举措提升优质供电服务水平。该公
司紧密结合大数据分析，并依据往年
报修工单性质和区域分布情况进行
降工单综合治理，依托所属供电所完
成配电线路的周期巡视，按照线路划
分责任区，责任到人；重点解决农网

“卡脖子”、供电设备过载等问题，同
时强化故障抢修管理，提高抢修响应
速度和抢修质量；走访客户，延伸服
务，开展畅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优质
服务进社区活动，定期做好客户用电
满意度调查，及时进行用户回访沟
通，不断提高客户获得感和满意度。
8 月份，该公司发生 95598 低压报修
工单110件，同比去年下降164件，下
降 59.8%，低压抢修时长同比下降
26.36%；发生10kV线路故障34起，同
比去年下降 56 起，下降 30.7%，超时
故障同比下降40.29%。 （胡文婕）
曲阳供电：降低企业营销管理风险

为进一步降低企业营销管理风
险，国网曲阳供电公司以提质增效为
重点，采取党建引领稽查工作模式，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党
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互融互促。该公
司结合党员业务类型，以党员骨干为

主，从专项稽查、自主稽查、现场稽查
3 个方面开展稽查工作。其中，专项
稽查和自主稽查采取的是线上稽查
的方式。党员通过认领任务、对接基
层整改、持续关注的闭环管理模式，
每月核查电价执行、电费账务、营销
档案参数等内容，每周核查新增用电
客户计费信息的准确性。同时，该公
司还成立党建引领稽查项目突击队，
在现场开展数据采集和监控，细化稽
查责任清单，量化稽查考核指标，将
量化评价结果作为民主评议党员和
党员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并积极引
导党员干部履职尽责。 (张平)
南宫税务：打造“智慧税务”综合体

南宫市税务局以更好服务纳税
人、缴费人为目标，积极探索创建“智
慧税务”综合体，营造高效便捷的税
收营商环境，有效助力“三创四建”活
动深入开展。该局利用无感扫描让
纳税人实现刷脸登录、远程办税，通
过“菜单式”操作辅导等服务，让纳税
人办税无忧。该局还在办税厅配备

“小税通”智能机器人，实现即时解答
纳税人疑问，科学引导纳税人办
税。同时，在两个距离市区较远且
企业相对集中的乡镇，打造了全职
能的管理分局及 24 小时自助办税服

务厅，有效缩短办税距离，节约企
业办税时间。该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芳表示：“下一步将以就近办、网
上办、快捷办为原则，不断加强信
息技术在办税服务中的应用，构建
起有温度的智慧服务网络，为全市
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王涛）

曲阳供电：提质增效保供电
为保证小微企业有序用电，助推

提质增效工作开展，国网曲阳县供电
公司组织营销、安监人员对小微企业
开展走访和安全检查，为客户提供优
质、高效、贴心的用电服务。每到一
处，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企业的生产经
营状况、用电情况，征求客户的意见
和建议，了解企业用电需求，从供电
电源、应急电源、安全措施、应急预
案、运行管理等方面对企业进行隐患
排查，并向企业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传达用电政策及工商业电价政策，对
企业用电进行合理规划，指导小微企
业科学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
针对高温潮湿等雷雨天气，该公司工
作人员督促提醒小微企业加强配电
室、设备室通风、散热，避免温度过高
或雷电引发火灾事故和设备故障。
同时引导企业错峰用电，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 （王亮）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