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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西 枣 林 香 □楚 艾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八月，坝上高原天高气爽。乡
间路上，每天都能看到天际线上堆
积着高耸的云垛。底层大多铅灰颜
色 ， 像 老 旧 的 油 画 布 一 样 深 邃
厚重。

被同事邀请到他扶贫的沽源
县长梁乡兴隆堡村。他在这里做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已 经 三 年 了 。 最
近，我让他推荐几个回乡创业的
青年，很快，就介绍给我一个叫
刘立生的人。看到他那“农业人
崛起”的微信名，我有些诧异。
随即做出一个决定：到坝上，去
见他。

兴隆堡的村路干净整洁，田
间土路上有着一道道车辙。顶着
炎炎烈日，找到了去骆驼地的土
路。开着白色碎花的蛇床，茂密
的披碱草，穗子褐红即将成熟的酸
模，独株却高大的苍耳等野草，参
差不齐地长在路边。坝上空旷，几
乎没有高秆儿作物，土豆、胡麻、
蚕豆，高度都不超膝盖。看到正
在地里干活的刘立生，他隔老远
地看了我们一眼，又猫腰继续忙
活起来。

仔细打量这个年轻后生，上身
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灰色夹袄，挽了

裤腿儿的单裤里套着红色秋裤。
他没戴帽子，黝黑的脸庞上有明
显的晒斑，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
我，很热情地和我说话。看着菜
畦里绿油油的菠菜，我问：“这么
多菠菜好卖吗？”

“北京，张家口都有，都是菜
贩 子 来 拉 。” 今 年 他 种 了 110 亩
地，除了八亩半菠菜，其余都是土
豆、莜麦和蚕豆。他说：“家里就
我和母亲两口人，父亲七年前病逝
了，有个哥哥在外地工作。这地说
多其实也不多，如今种地已经很省
事儿，基本都是机械化。春天种几
天，夏天打一次药，收秋费点儿
功夫，十来天也够了。今年的蚕
豆、莜麦还没收获，就菠菜卖了
两万块钱。”

接着，他一项一项地算起来：
“蚕豆，莜麦，胡麻，平时打些短
工，总收入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和租
地的钱，还有我和母亲过日子的生
活费，净剩三万块钱吧。”

刘 立 生 的 目 光 愈 加 明 亮 起
来：“工作队这三年扶贫攻坚奔小
康作用太大了！他们帮我们联村
搬迁建设新居，建养殖场集中养
牛，发展金莲花种植和生态造林

项目，人们盼望多年却一直没有
变化的兴隆堡这回是真兴隆了。”
工作队举办的培训班讲政策讲技
术，开阔了当地人的眼界。刘立生
说，前年为养牛，自己买了粉草
机，因为电压不稳一直不能用。工
作 队 为 村 里 兴 办 肉 牛 养 殖 小 区
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说起“农业人崛起”这个微信
名，他一肚子话：“一方面，是我
个人想通过农业实现个人崛起；另
一方面，作为一个农业人也期望中
国农业崛起。高中毕业后，我有过
不当农民的想法，没考上大学就打
工去了，在建筑工地上开挖掘机。
后来，因为父亲的肺心病需要照
顾回到兴隆堡。近几年，看到国
家对农业越来越重视，种地不收
农业税反倒发补贴，把扶贫当作
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我感到，
国家对搞农业的人越来越好，就
留下来不走了。”

谈到回家种地面临着哪些困难
时，他接着说：“现在搞农业挺不
容易，既要懂技术会管理，还要懂
市场会销售。种地既受天气影响又
受市场影响。有时候，出力却得不
到应有的回报。农业人难啊！农业

发展到今天，咱坝上老百姓还得看
老天爷的脸色行事。它一发脾气给
你下冰雹发洪水，水涝旱灾让你颗
粒无收，连买化肥农药的本钱都回
不来。”

刘立生认为，政府的扶贫政策
应该把农民和搞农业的人区别开。
现在，有好些农民身份的人在外地
打工，建筑工人、家政、服务员
等，五花八门，他们还是农民吗？
往后，重点应该在培育新型农业人
才上下功夫。将来的发展趋势，应
该是农业人的职业化，要大力发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比如发展农业保
险等。

三个人聊天的间隙，猛然听见
了骆驼地边儿上几株高大青杨树上
发出来的哗哗声。太熟悉坝上的风
了，今天，却在这个叫骆驼地的地
方感知到了不同以往的响动，是这
片青杨在为刘立生鼓掌吗？抬头望
过去，那迎风的半边树冠上油绿油
绿的叶子，此刻竟露出背面的白
色，毕毕剥剥地响个不停，使夏日
的绿色有了改变。我觉得自己不仅
听到了风的声音，还看到了风的色
彩。这是一种自然的律动，更是生
命的律动。

坝 上 农 业 人 □冯小军

●李国文专栏●

趣 读 纳 兰 性 德
□李国文

车过太原，驶入吕梁。杜牧诗
云“牧童遥指杏花村”，乡间牧童
一指，就能找到可心的酒馆，的确
别有情趣。

晋西柳林，西濒黄河，隶属吕
梁。半个世纪前，首次设县。刨家
底，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史
记》 载文：“武灵王二十三年，秦
拔我蔺。”当时，赵国“蔺邑”，恰
在柳林县的孟门镇。柳林这座商贾
重镇，人气兴盛，近代号称“小北
京”。早在明清时代，居然撑起庞
大的财赋税源。

县城依山而建，“三川河”蜿
蜒流过。穿街过巷，碗盏罗列，盛
满了刀削面、羊杂割、肉蒸饺，还
有莜面栲栳栳等美食，最浓郁的莫
过于飘散街市的红枣香。据 《永宁
州志》 记载，明万历年间，“青龙
枣交易甚广，以其个大、核小、肉
厚、色鲜、味美、汁甜而闻名遐
迩”。看来，“红枣之乡”的名号，
早在人心里生根发芽了。

柳林，灵秀、典雅，当地人世
代享受了天人共佑的好风水。

先说地利。歌中唱道：“人说
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
手 一 指 太 行 山 ， 右 手 一 指 是 吕
梁。”柳林，依山傍水，咽喉要
地，素称“华北门户”“秦晋通
衢”，通往陕西、甘肃及内蒙古的
必经之地。这座“西大门”扼守三
晋，属于力通中原的血脉与枢纽。

当年的柳林，无尽繁华。所辖
的三交、孟门，均为黄河东岸的水
旱码头。在山西的版图上，牲口络
绎，蹄声嗒嗒，刘汉“丝绸之路”
与李唐“市舶使”，新辟出抵达各
国的商贾通道。

再说物产，当属大枣最红了。
谁有本事把枣树投放到黄河岸边
呢？八千多年前，第一树繁果，紧
咬晋陕交会的山丘沃野，悄然跳上

了历史舞台。西周开宴，红枣酒堪
称“一杯鲜”，摇曳在宾主惊叹的
目光里。《诗经》 早收纳了“八月
剥枣”的趣闻，《战国策》 也记
载：“枣栗之实，足食于民，此所
谓天府也。”

一棵枣树，横穿竹简古
帛，在历史晴雨当中开花结
果，是一种偶然，也是中国
人的福分。难怪 《齐民要术》 详载
了45种枣香的出身与品性。更难怪
白居易一语中的：“人言百果中，
唯枣凡且鄙。”想想看，若能在平
凡与卑微当中挤出生存空间，最
终，还拔了尖儿，这才叫凡而不
俗吧。

北国山野，将近三十万亩茂盛
枣林，高高低低、错落交融，长成
了“铁杆庄稼”。柳林多福，总有
一种物产、一抔浅土，散养着民间
的人情世理。比如，三交镇，位于
县城西南，官方誉为“中国红枣第
一镇”。当地老乡挺实在，情感外
露，毫不遮掩，竟一拍巴掌，朗声
大叫：“柳林红枣实在好，一杆能
打几栲栳……”恰是这“几栲栳”
红 枣 ， 点 亮 了 三 晋 之 地 的 精 、
气、神。

滩枣，又叫木枣，跻身四大果
品之列。皮薄肉厚，核小糖多，色
泽鲜艳，别称“人参果”。明代，
柳林枣香迷人，说什么健胃益脾、
补血养气，单凭舌尖馥郁、甜润的
果香就足以挑起大拇指了，那种偏
爱与美感，犹如王翰赞美葡萄、苏
轼品味荔枝……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
与祸双。”显然，柳林并不贪图

“逸乐”，更不回避“祸双”，只想
仰仗头脑与劳作，营造阳光下的幸
福生活。一旦滋生想法，当然得身
体力行了。

民谚唱道：“山西柳林子，家

家有银子。一家没银子，瓮旮旯端
出两盆子。”其实，财富不仅是金
银珠宝，务实求真的念头早已深入
人心。柳林正在打造家乡名品，红
枣、碗团、芝麻饼与南瓜子，号称

“柳林四宝”。虽说饮食生意
比不过当地几十亿吨“国
宝”焦煤，毕竟，晋西人的
头脑被逐渐激活了，他们置

身枣林，反复地尝试着、摸索着。
深秋枣红，漫坡香遍，几场凉

风吹熟了柳林县满沟满坡的“人参
果”——活脱脱、鲜嫩嫩、甜润
润，那些奇特的生灵，存活在当代
的诗词吟咏当中。很巧吧，柳林红
枣竟与“农民丰收节”两次挽手，
枣香与诚信，深植在吕梁大地上，
终将播撒到更广阔、深邃的现实时
空。且看吕梁智慧、柳林精神，究
竟怎样把漫山红枣，点化为脚下黄
金。宾客云集，商贸结缘。具才
思，有胆量，柳林人正涉足一场接
一场的逾越、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贡枣、滩枣、脆枣、空心枣以及

珍 珠 枣 ， 等 等 ， 火 车 运 、 轮 船
载、飞机滑过浩瀚长空……柳林
红枣魅力充沛，轻盈地飘进了中
国人的崭新生活。红枣酷似一位
神奇的魔术师，点石成金，为养
护它们的父老乡亲带来了五亿多
元的经济收入。

忽然想起著名作家海明威先
生，冰天雪地里，他常跟妻子露天
滑雪。随后，坐在围炉边，炖野
味，品咖啡，他笑道：“咖啡没有
心 情 ， 有 心 情 的 只 是 喝 咖 啡 的
人。”其实，咖啡的馨香恰恰摁住
了柳林红枣的心跳与脉门，西方作
家舍得打理心情，那么，三晋枣
民，殊无二致吧。

锣鼓一响，晋剧亮起委婉挚情
的腔调；锅盖一掀，鲜牛嫩羊的馨
香随风飘散。何必端老醋、捧汾酒
呢，单凭一片枣林就唤醒了大河两
岸的故园乡情。晋西的家国情怀如
此纯粹，只想凭着上天的馈赠，依
靠勤劳与智慧，换来丰衣足食的好
日子。奢侈吗？其实，也很简单。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又名成容
若，正黄旗人。他的词作非常出
色，与同时代的文人相比，其高超
艺术成就无人能及。清代诗评家况
周颐在 《蕙风词话》 中，给予高度
评 价 ：“ 纳 兰 容 若 为 国 初 第 一 词
人。”遗憾的是，生于1655年，死于
1685 年的他，可谓来去匆匆，只活
到“三十而立”的年纪，就夭亡了。

大清三百年，有无数出名和不
出名的文人，可惜，没有一位比纳
兰性德更走运，更完美。第一，他
是满族，还是正黄旗，加之才华盖
世，所求无不得，所得无不足。第
二，其父明珠，武英殿大学士，为
康熙朝第一亲信大臣。贵族身份，
当然重要，受到康熙宠幸，最关紧
要。这样，锦上添花，水涨船高，
纳兰性德成为天下第一骄子，连康
熙都任他为自己的御前侍卫，至少
在他不长的一生中，享尽无人能及
的荣华富贵。

因此，清代学者徐乾学为纳兰
性德所写的悼文中，把他描写成那
种“模范生”形象，绝不是这位风
流才子的全部，由于两人亦师亦友
的亲密关系，溢美之言，隐讳之
处，便是可以理解的。从近代学者
蒋瑞藻所著 《小说考证》 中，引用
了 《海沤闲话》 的一则纳兰性德的
艳闻，也可略窥这位词人的所作所
为，也有其行径之嚣张、事迹之荒
唐的另一面。

“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
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
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宿
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
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
入宫，果得一见彼姝，而宫禁森
严，竟如汉武帝重见李夫人故事，
始终无由通一词，怅然而去。”由此
可知，这位“公子哥”是多么恃贵
倚宠，恣意妄行了。

特权给了纳兰性德这份自由，
他也毫不吝惜地消费起来。其实，
老天爷并不大方，从来不会给人百
分之百，享受到极致，快乐到极
致，诗词写到极致，私生活也风流
倜傥到极致。很遗憾，这位贵公子
并不知道，他是要为这些“极致”
买单的，而且，是以生命为代价。

纳兰能随喇嘛进得宫内，与情
人相见，如果此事发生在唐代，有
可能；发生在清代，绝无可能。常
识告诉人们，康熙的谍报系统，遍
布全国各地，连他的继承人身边，
也有眼线，一举一动，一声一息，
无不尽在掌握之中，怎么可能允准
一名贴身侍卫混入后宫，与昔日情
人幽会？此等大不敬事，上一分钟
发生，下一分钟皇帝就会了然。若
确有其事，而没有被杀头，那就是
康熙太钟爱于这位年轻的满族才
子，才法外开恩的吧。

若干年后，乾隆皇帝看到和珅
进贡的 《红楼梦》，说了一句：“此
明珠相家事耳！”从此，便有红学家
认定纳兰性德，就是贾宝玉的原型
人物，因为他的确也是一位特别多

情、特别浪漫的富贵公子。在文学
史上，有人可能风流，可并不富
贵；有人可能富贵，但并不风流。
有人可能是才子，却讨不来佳人芳
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
品写得很“撒烂污”。唯这位纳兰性
德，却是兼而有之的幸运儿。

不过，优裕的物质环境、优雅
的精神世界、尊崇的贵族生活、优
渥的政治待遇……对于这位出自贵
族家庭的诗人来说，幸乎，不幸
乎，真还得两说着。尽管老天给他
的风流很多，给他的才华也很多，
但是，留给他享受爱情、挥洒文采
的日子却很短很短。也许，他意识
到上天的吝啬，因此，他的 《饮水
词》 写道：“哀感顽艳”，确是一部

“呕其心血，掬其眼泪，和墨铸成的
珍品”。这是张秉戍在 《纳兰词笺
注》当中的精准评述。

这位像流星一样的词人，在天
空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亮了，很
快又灭了。《国语·鲁语下》里有一
句精彩的论断：“沃土之民不材，淫
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沃
土”或者“瘠土”，某种意义上说，
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和写作的基
础。常说，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
学。若是太快活、太安逸、太饱暖
了，连小命都会受到影响的。谓予
不信，康熙朝的短命诗人纳兰性
德，则是证明中国文学史上“安乐
而死”的典型事例。由此可见，过
于幸福，过于美满，过于无忧无
虑，过于安逸享受的“沃土”，对于
文人，对于文学，未必值得额手称
庆吧。

安乐，也许并不见得必死；太
安乐了，对于作家来说，他人是死
不了的，可惜，他的文学则是非死
不可，而且是死定了的。

在北齐颜之推的 《颜氏家训》
里，也谈到这类因快乐而死的现
象：“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
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
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
者，皆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簸
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
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
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
之过也。”

颜之推本是南朝人，曾为湘东
王萧绎的常侍，后因侯景之乱，先
流落西魏，后滞留北齐。齐亡入
周，周亡入隋，历仕四朝，可谓历
经战乱变故，阅历人世艰辛。特别
是他亲历故国的兴起衰微，感受建
康的繁荣没落，对于他的那些耽于
安乐也死于安乐的家乡同胞，不胜
感慨之至。“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
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
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
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
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
往往而然。”

安乐死，和安乐而死，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对当代活得好好的文人来
讲，不存在安乐死的问题，反倒的确
存在着“安乐而死”的忧虑。

■安乐，也许
并不见得必死；太
安乐了，对于作家
来说，他人是死不
了的，可惜，他的文
学则是非死不可，
而且是死定了的。

康保税务:工作学习两手抓双促进

康保县税务局鼓励干部工作学
习“两手抓、双促进”。该局为干部提
供专门学习场所，定期举行业务讨论
会，鼓励参加“三师”考试，营造出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王丽婷）
容城税务:强服务提质效助发展

今年以来，容城县税务局聚焦服
务“六稳”“六保”工作，充分发挥大数
据、政策红利、纳税服务优势，帮企业
纾困解难，助企业渡过难关，为企业
发展添助力增活力。 （赵慧雪）
沧州新华区税务:宣传推介有奖发票

沧州市新华区税务局按照沧州
市税务局要求，积极开展“有奖发票”
宣传推介活动，此次活动对于营造健
康良好的市场环境、更好地释放消费
潜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琳）
玉田税务:全面推进干部队伍建设

玉田县税务局在推进高素质专
业化干部建设进程中，始终坚持党建
引领、廉政护航、绩效保障，以全员成
才为目标，多措并举确保干部队伍能
力素质得到提升。 （杨立宝）
沧州南大港税务:服务前移助企发展

沧州南大港税务局着眼于辖区
内产业税收发展状况，服务前移，通
过团队服务强化辅导、定制手册加强
管理、分级应对化解风险，为企业健

康发展保驾护航。 （皮元浩、李静）
康保税务:加强网络安全工作

康保县税务局通过对全局100余
台电脑进行安全检查等多项举措，确
保办公网络安全牢靠。制定网络安全
管理条例，定期组织网络安全知识培
训，提高干部网络安全意识。（李金）

怀安供电：全面开展秋检工作

日前，国网怀安县供电公司组织
运维人员全面开展秋季检修工作。该
公司还积极宣传贯彻生产现场作业

“十不干”，提高对秋检工作重要性认
识和员工安全意识。 （苏鑫）
霸州供电：保障重要用户可靠用电

近日，国网霸州市供电公司员工
通过立杆、更换绝缘导线等一系列工
作，全面提升线路供电能力，有效提
高霸州市广播电视台、法院、一中等
重要用户供电可靠性。 （赵亚彬）
安新供电：抓线损管理促提质增效

10月19日，国网安新县供电公司
组织人员深入农业浇地部分高损台
区，对部分客户用电情况突击检查，全
力打击窃电行为，堵塞经营管理漏洞，
提升经营管理质效。 （强东霞）
阜平供电：保障易地搬迁村民用电

当前，阜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任务已全部完成，后续帮扶成为重中
之重。“为了我们的手工业车间用好

电，你们装表、接电、调试设备，忙活
了大半天。这下，产业发展有了保障，
阜平县供电公司的服务真棒。”面对
上门送电的供电公司服务人员，车间
员工廖玉兰激动地跷着大拇指点赞。
要想“稳得住”，就业是基础。小小扶
贫车间，成了破解“稳得住”难题的一
把金钥匙。为满足易地搬迁村民用电
需求，国网阜平县供电公司主动对接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管理部门，累计投
资 7712.88 万元，新建改造 10 千伏及
以下线路61.6公里，新增配变219台，
先后完成了 41个集中安置点的电网
建设改造任务，惠及贫困户 5 万余
人，全力保障电力供应，书写好易地
搬迁“后半篇文章”。 （胡亚凡）

曲阳供电:提质增效保供电

国网曲阳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主动为企业提供安全用电检查，及
时掌握企业运营状况用电需求，保障
企业安全用电，助推提质增效工作深
入开展。该公司与企业实行一对一服
务，在服务企业中真实、准确、全面掌
握电力需求状况，早部署、早防范，并
结合当前重点工作，从企业最关心的
优质服务、安全用电、节能降耗、设备
隐患等方面入手，针对企业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为其出谋划策，指导企业
在冬季负荷高峰期间科学、节约用
电，确保客户安全用电。同时，重点排
查设备接线方式、线路运行、安全工
器具使用等情况，并详细了解企业生
产现状、发展规划及用电需求，以便
提供个性化服务，优化用电方案，降
低用电成本，提高设备运行管理水
平，以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为企业
当好“电保姆”。 （张平）

冀北智能配电网中心：为冬奥配

套配电网工程保驾护航
10 月 10 日，随着冬奥配套配电

网工程 13 座开闭站全部完成建设，
11 座开闭站实现送电投产，标志着
冀北智能配电网中心开展冬奥配套
配电网工程建设督查取得重要成
果。自8月7日，该中心配网规划建设
研究部全面承接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设备部工作部署，启动了持续两个
半月的专项督导工作，全力护航冬
奥配套配电网工程建设。督查伊始，
该中心利用三天时间实地排查了项
目 涉 及 的 所 有 关 键 点 ，包 括 5 个
10KV 环网，13 座 10KV 开闭站和 131
公里配套电缆，并在第一期督查工
作报告中创新绘制出冬奥配套配电

网工程接线示意图和隧道建设示意
图，在冀北电力公司“冬奥配套配电
网工程”工作群中引起广泛关注。广
大员工伴着各种工程机械车作业的
轰鸣声，时而蹚过满是泥浆的浅沟，
时而钻进深度达数米的隧道，用心记
录着冬奥配套配电网工程建设进展
的点点滴滴。该中心实时跟进冬奥配
套配电网工程建设情况和重点问题，
并在工作报告中全面、清晰、简明地
标识工程进展情况，并对施工进展中
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不
仅让冀北电力公司设备部全面掌握
工程进度，建议措施也得到冀北电力
公司设备部和张家口供电公司的重
视和采纳，充分展示了该中心在配网
领域的专业能力和管理水平。（吕岩）
阜平供电：营造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

“为了让孩子们回家的路亮起
来，供电公司可费了大功夫，现在天
一黑路灯就亮了，学生们自己上下学
安全多了！”阜平县史家寨中学校长
刘耀红感慨道。为彻底解决史家寨中
学及附近村庄电网薄弱、电压不稳的
问 题 ，国 网 阜 平 县 供 电 公 司 投 资
622.46万元，共改造线路4.89公里。让
刘耀红感到欣慰的还有学生们的取
暖问题，阜平县供电公司投资 14 万
元，对史家寨中学实施“煤改电”工

程，学生们在整洁温暖的教室里上
课，不再被燃煤锅炉鼓风机传来的
噪声干扰。不仅是校园里的师生告
别了煤炉取暖的方式，史家寨村的
一些村民们也感受到了用电取暖的

“清新”。“冬天在家也特别暖和，不
用再守着煤炉写作业了，手脚都暖
乎乎的！”今年读初三的张慧一家享
受到清洁能源的温暖。 （胡亚凡）

曲阳供电：提升专业监督质效

今年以来，国网曲阳县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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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前移、防患未
然，取得良好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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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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