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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北 道 情
□蒋子龙

●李国文专栏●

苏东坡的口福 □李国文

■世人不能

不佩服他的文章

笔力之健，更不

能不羡慕他的口

福胃纳之佳。无

论文章，无论胃

口，都充满了此

公对权势的蔑

视、对小人的不

屑、对生活和明

天的憧憬希望以

及身处逆境中的

乐观精神。

老，像包浆那样，包裹了东
流老街。

一条石板路，也许太老的缘
故，千年的风雨将其打磨得光滑
如镜，走在上面，再小心翼翼，总
还是重蹈着那些先贤的足迹。这
一脚是陶渊明走的，他肯定很闲
散。那一脚是王安石走的，姿态
定然心安理得。街头的那一脚肯
定是辛弃疾走的，步伐是那样缠
绵、有情有义。

平时，即便步履匆匆，走过
这条老街，拐进那条窄窄的小
巷，脚步自然而然地慢了起来，
轻了起来，生怕自己的轻慢与唐
突，会惊扰这条老街的千年沉
思。慢步老街，感到路边那些斑
驳的门板是老的，那些生满苔藓
的青砖是老的，那些雕梁画栋是
老的，就连从江边悠悠吹过的江
风，细细地嗅嗅，都有汉风唐韵
的风味，这些风味裹挟着当地特
有的鲥鱼与水牛肉，拌着米饺子
的味道，这是村街地道的老味
道。老街在猜拳行令的喧嚣中，
自成一派，让人想到逍遥的江
湖，何止是南山呢。

老街离不开老井。老街的街
头巷尾，总有一两口老井静静地
守候在那里，等着行人掬淘与叩
问，就像一位千年难谋面的老
友，终于有了相遇的时刻。千年
的老井是一面镜子，照过了多少
历史的烟云，也默默地记下了多
少不为人知的乡舍秘密。老井有
感情，村街的兴，她乐着，村街的
衰，她忧着。老井牵动着老街的
每一缕神经，潮涨，她知趣地陡
增几圈，没有骄傲的神色；潮落，
她达观地下降几分，没有自卑的
失落；阴缺，她平添了几许朦胧；
晴圆，她凸显着亮丽本色。老井
圈那一道道勒痕，让人想起结绳
记事的往事，岁月已经模糊，就
连史书也会被历史的风雨浸润
而变得漶洇，那一道道井圈的勒
痕，却分明地记得这道深痕是晋
代的，充盈着闲适；这道横痕是
宋代的，流淌着狂放；这道淡淡
的浅痕是清代的，藏匿着民不聊
生的焦虑。如今，时代已经渐渐

地把老井废弃，老井却没有“白
发宫女说玄宗”的那种落寞，她
静静地看着老街，不离不弃地厮
守着老街，她知道，任何人都没
有第二春，村街老了，不会返老
还 童 ，不 过 ，街 老 了 ，一 定 能
成精。

街老了，慢慢地妖娆起来。
逛老街的那些女人，不会是刻意
的吧。她们款款地穿着旗袍，打
着油纸伞，迈着平平仄仄的步
子，哼着唯有老街才有的小调，
一脚一朵莲花，一步一株芙蓉。
那些关闭已久的老屋，挡不住这
魅力四射的春光，豁了口子的排
门，恨不得裂开大点缝隙，争睹
这难得一见的芳容。老街闻惯了
江水的涩味，闻惯了田野的泥腥
味，闻惯了糯米糖的甜味，反倒
觉得女人身上的茉莉花香，多了
一种活色生香的味道。有了这种
味道，老街便多了一种妩媚、一
种脱胎换骨的畅想。

老街是有街魂的。那一朵朵
黄菊，黄灿灿的是太阳的颜色。秋
的薄凉中，丝丝的暖意，缕缕地从
那些花瓣中慢慢散发出来，围着
一簇秋菊，就如同围着一团火。老
街的篱笆处，院墙旁，总有三三两
两的菊花点缀着。这些菊花就像
老街的人，随性而不草率，温和而
不奉迎，零星地怒放着，可有可无
地忽视着自己的存在。

菊香秉承了老街含而不露
的低调个性，微香却不浓烈。老
街的风不是刮的，也不是飘的，
而是走得步履蹒跚。毕竟，风与
老街一样上了岁数，走不快了。
走不快的风，把菊香从老街一寸
一寸地碾过，老街便浸透在淡淡
的花香中，那些腐朽的梁柱以及
腐臭的阴沟散发出来的陈年味
道，都被淡淡的花香冲淡、中和
了，老街在淡淡的花香中变得甘
之如饴。

这些村街窄巷里的菊花，装
扮了村民的脸面，毕竟，善写诗
文的陶公犹在，他隔代的文风，
早已延续了上千年，不经意，幻
化成了老街永不枯萎的灵性与
魂魄。

到宋画里旅行，感受大宋的冷和
暖，神韵与色彩。马远的《山径春行图》，
云淡风轻。一名儒雅的文士，带着携琴
的小童，布衣宽服，漫步山径。溪旁的柳
树，抽出新芽，引来一对黄莺，枝梢上愉
悦鸣唱。他站在溪旁，捻须微笑。

下雪时，百姓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马远另一幅画《晓雪山行图》，描写的
是大雪封山的清晨，一位山民赶着两
只身驮木炭的小毛驴，肩头扛着的木
棒上，挑着一只捕猎到手的野山鸡，在
白雪皑皑的山间行走。山民衣着单薄，
弓腰缩颈，口鼻间似乎还呼出白烟气，
让人感到北方雪天寒气逼人。

欣赏这幅画，许多人想穿越到宋
朝的山中去旅行。山里的日子过得好
慢啊，冬天，人懒洋洋的，赶驴的山民
指不定是将这两袋木炭驮到集市上
卖，卖掉木炭和山鸡，买回熟食、杂蔬，
沽酒回家御寒。

一岁将尽，货郎来了。李嵩的《货
郎图》中，一个货郎挑着一担琳琅的货
物，在乡村叫卖，打破了冬日的沉寂和
荒凉。这是一个以季节谋稻粱的人，天
冷了，大地萧索，田里和家里没有什么
事可做，农人角色转换成货郎，挑着担
子走村串巷。按照现在的价格杠杆兑
换，一只鸡或鸭，可以换一瓶桂花头油

之类。其实，古代货郎也蛮好，游走于
市井乡野，职业自由，弹性大。画中的
货郎画得惟妙惟肖，有趣的是头顶上
还插着小玩具，陈列着小商品之类，透
露出一种机灵。

时间的落叶堆积，真实反映了一
段时期内的历史风貌。

冬闲时，村民怎么生活呢？王居正
《纺车图》，一村妇怀抱婴儿哺乳，身旁
放置一架纺车，左手正摇纺轮，仿佛还
能听到机杼的“嗡嗡”转动声，感觉到
空气流动吹拂到脸上的“呼呼”声。前
面一老媪，面向村妇，慈祥安宁。村妇
身后有一儿童，席地而坐，手中拿着
杆，牵着一只蟾蜍，活泼可爱。

到宋画里旅行，那些小人物太多
了，比如，陈老大、王小二与鲁小胖子，
等等。这些人演绎着各不相同的宋代
历史。

刘松年《博古图》，以山水为背景，
突出描绘人物。松树的主干与枝条具
老嫩之别，万攒的松针更有一种茂盛
感。在这葱郁浓密的松林中，几个文人
墨客正在把玩古董，神态各异，表情
丰富。

人过中年，有淡出江湖的意味。马
远《秋江渔隐图》，一老头儿怀抱木桨，
蜷伏在船头酣睡。殊不知，爬到树上

睡，仰在石上睡，躺在草垛上睡，缩在
船头睡，这些都是隐逸于江湖的古代
隐士，他们寄情于山水，不争不抢，宠
辱不惊。

这是一种似睡非睡。人在闭目养
神时会听见什么呢？或许，能听到草木
一秋在旷野的絮絮天籁声，一个母亲
唤儿回家吃饭的嚷嚷声，一条鱼跃出
水面的泼剌声，以及耳畔呼呼的风声、
潺潺的流水声。

李唐《采薇图》描述殷商贵族伯
夷、叔齐，在商亡后不愿投降周朝，以
吃周朝土地长出的粮食为耻，而隐居
首阳山靠采集野菜充饥，最后双双饿
死。画上，二人须发蓬松，面容清瘦，目
光坚定，尤其是伯夷清癯的面容上，露
出坚定不屈的表情，双眉紧皱，表现出
人物在特定的艰苦环境中所显示出的
坚强、刚韧的性格。

曾经以为春天采薇，是极富诗意
的一件事情。薇在田间地头悄然生长，
在缺少食物的年代可以充饥，原来，诗
意与现实是不同的两件事。

宋画以自然为师，对物象刻画精
工细致，严谨求实，宁静高远，静心肃
穆，没有一点躁气。到宋画里旅行，让
人舒意、畅神，恍若走进温润郁蓊的温
柔之境。

看完话剧《路遥》，走出大剧院，
已是夜色如水。站在二楼平台举目四
望，对面的奥体中心如盛开的荷花，
白色的花瓣在轻舒漫卷间变幻着七
彩霓虹。天上，一轮皓月，洒下万点清
辉；人间，欢声笑语，灯火璀璨。

这一带是最新的衡水文化地标
群。站在这里，可以触摸到这座城市
最强劲蓬勃的心跳，聆听到她最酣畅
淋漓的呼吸，看到繁华之外的诗和远
方，感受到文化润物无声的滋养。

从空中鸟瞰，汇聚了“四馆一中
心一剧院”的衡水市文化艺术中心犹
如一对展翅欲飞的翅膀，隔着玉带般
的滏阳河，与对岸的奥林匹克体育中
心交相辉映，似两颗明珠熠熠生辉。
再往南是新落成的植物园，与奥体中
心一水相连。三大标志性设施，构成
一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生态科普
的特色长廊——这里是风景最美的
所在，是衡水市民最向往的地方。

在金碧辉煌的保利大剧院，欣赏

一场期待已久的经典演出。现场座无
虚席，观众凝神品赏。陶醉《天鹅湖》
的曼妙舞姿，感叹《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旷世爱情，领略《女驸马》《牡丹亭》
的一往情深，感受《沙家浜》《江姐》的
红色洗礼，聆听贝多芬的天籁绝响，
见证世界顶尖魔术的精彩神奇……
几年前，高雅艺术进衡水还是痴人说
梦，而今，在家门口欣赏国内外知名
院团演出已成衡水市民的日常。

仰慕已久的名家大师接踵而
至，不仅可远距离欣赏，还可面对面
交流。签名，合影，公益讲座，同台切
磋……高雅艺术的种子就这样于无
声处播下，悄悄地生根发芽。

如果说大剧院是品位高雅的艺
术殿堂，图书馆则是照亮人们精神
生活的文化灯塔。宽敞明亮的阅览
室、排列整齐的书架、琳琅满目的图
书……优雅大气的市图书馆，从最初
的读者寥寥，到现在的人流如潮，见
证着城市人文风貌的悄然变化。捧一

卷馨香在手，徜徉在文字的海洋，于
墨韵书香中穿越时空，与古今中外的
先贤大师对话，含英咀华，何等惬意。
馆内朗读亭、数字阅读终端、VR体验
设备、智能小机器人、报刊阅读机等
电子设备一应俱全，“阅湖讲坛”“儒
乡雅韵”……创意频出的各类活动常
年不断，为读者构筑心灵栖园，让万
千百姓共沐书香。

这样的“悦读”打卡地，又何止图
书馆？三味读吧、啡页书咖、自助售书
亭，静时光读书会、樊登读书会、厚德
国学堂，新华书香节、“名家进校园”公
益讲座、“阅知行”诵读展演……一家
家社区书吧、商超书店方兴未艾，一个
个读书组织遍地开花，一场场阅读活
动精彩纷呈。从童颜稚子，到白发老
者，手不释卷，乐此不疲；从机关学校，
到企业乡村，文韵流长，书声琅琅。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
自华。先进的设施、优越的环境，是
城市的血肉骨架，而城市的根脉灵

魂则在文化。文化是画龙点睛的那
一笔，文化是锦上添花的那一朵，文
化是无处不在的精神气韵，文化是
城市气质的诗意表达。

乘着文化建设的东风，一大批
文化场馆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园博园、美术馆、博物馆、影剧院，人
气爆棚；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习三
内画博物馆、民俗博物馆，风生水
起。闾里古镇·孙敬学堂、周窝音乐
小镇、董子文化小镇、水墨电影小
镇，星罗棋布……从书香氤氲的阅
读场所，到散落街巷的人文意蕴，从
河岸边健步奔跑的身影，到广场上
翩翩起舞的人群，从公园里吹拉弹
唱的怡然自得，到每一个欢歌笑语
的彩色周末……文华之美就在其
间，让城市摇曳生姿，神采焕然。

衡水，有千年的沧桑，百年的风
云。回溯历史的长河，董仲舒、孔颖
达、李昉、孙犁、荀慧生，一代代名家
巨匠诠释了衡水文化的厚重悠长。

追忆峥嵘岁月，不泯的红色记忆见
证着革命老区的铁血荣光。这是“两
个第一”诞生的地方，这是平原枪声
响起的地方，这是《冀中导报》墨香
最浓的地方，这是回民支队血战沙
场的地方……穿越百年烽烟，从血
与火铸就的红色历史中一路走来，
湖城大地，换了人间。路更宽，楼更
高，水更绿，天更蓝，特别是城市的
气质、人的精神，已是旧貌换新颜。

夏日的航空飞行营地碧草如
茵。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三角翼、
旋翼机腾空而起，直冲云霄。一首
歌在耳畔响起：我要飞得更高……

是的，走过了千百年沧桑的衡
水，正在起飞。

文化是城市隐形的翅膀，以一
种看不见的力量，改变着城市的气
质容颜，自内而外，脱胎换骨。文化
是城市隐形的翅膀，以一种最美妙
的姿势，带她飞，飞向远方。乘风好
去，长空万里，直看山河……

世 人 尽 知 有 陕
北，可知陕北也分“南
北”？以延安为界，以
南称“南路”，延安之

北谓“上头”。“上头”即陕北的最北端，指
哪里呢？榆林。

孤悬塞外，士马健斗，固若金汤，有
“千古忠烈之城”的美誉，是中国历史上
为数极少从未因战败而丢失过的城池，
向称“九边重镇”。近代人所熟知的“三
边”，即定边、安边与靖边，皆属其管辖。

但凡一个非同一般的城市或地区，
都有自己独特的具象和蕴涵，即表与里、
内与外。幸运的城市，具象和蕴涵是协调
统一的。且看榆林的具象：中国历史文化
中两大重要符号，长城与黄河，在此相
会；是西北的峁塬沟壑与毛乌素沙漠的
交界点；黄土高原由榆林向内蒙古高原
过渡；数千年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榆
林这片黄土、草原和沙漠上冲突与融合，

“延袤千里，多马宜稼”，既是塞外重镇，
又是“塞上江南”。据《榆林志》记载，西汉
时，这里“水草丰茂，羊群塞道”。

榆林还有一个天然的大水网，横亘
于境内的千里横山，大小115条河流，最
大的无定河，河谷最宽处 2200 米，桃花
汛期若加上漫滩雷龙湾至响水花虎滩一
段，河面宽 55 公里。浩浩荡荡，千折百
回，最终成为西北黄土高原上最大的支
流注入黄河。

无定河流域，面积为11480公顷，其
北面为低缓的黄土梁峁及冲积、洪积滩
地，地表形态以各种沙丘、滩地与盆滩为
主，沙丘之间自然就会有洼地出现，洼地
长期积水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俗称“海
子”。在榆林北部沙漠草滩区，这样的“海
子”不计其数，有名字的就多达二百多
个，最大的红碱淖湖，站在湖边，眼前绝
对是一片汪洋。这些海子宛若嵌镶在沙
地间的一颗颗琥珀，在阳光，尤其是在月
光下，晶莹透亮，闪烁夺目，尽显榆林的
无限魅力。

世界上叫“沙漠”的地方很多，竟然
也是千差万别，并不都是滴水皆无，寸草
不生。榆林的沙漠草滩上，就有长芒草草
原、冰草草原与百里香草原……还有芨
芨草、沙芦、赖草、羊草等和根本叫不出
名字的数百种野草，以及苍耳、茵陈、甘
草、枸杞子等三百余种药草，和一蓬蓬像
沙地护卫一样的沙柳、拧条、油蒿、臭柏
等灌木丛，真称得上是“山花杂古今”“风
梳野草香”。此外，在草滩区外围径，还有
一片郁郁葱葱的“国家沙漠森林公园”，
里面还有不少珍奇古木。请见多识广的
人想象一下，将沙漠和森林、公园联系起
来，究竟是怎样的景观。

“流量不定、流向不定”的无定河，形
成大片的湿地，尤其是黄土高原上一片
难能可贵的湿地，每年都有数十万只各
种野生禽类在此栖息，其中，不乏极珍贵
的一级保护动物。湿地南缘就是著名的
鱼米之乡，被誉为“赛江南”。有水库 19
座，宜渔的滩涂地 14 平方公里，宜渔的
稻田 27 平方公里……清末榆林响水堡
人曹子正，于乙酉科拔贡为官，他有诗描
绘自己的家乡：“迢迢路远垂岸柳，樵唱
万舟鱼钓台。”无定河两岸垂柳，渔樵两
利，富庶而幽静，“塞上江南”岂不是实至
名归。

“陕北道情”，可以唱，也可以说。道
情、道情，须先道陕北之“大情”。情之大
者，乃天地造化的成全、大自然日积月累
的馈赠。榆林地势高亢，峁塬宽广，土层
深厚，土厚才好藏宝。再加沟壑纵横，梁
涧交错，历来被视为大漠边塞，除去被兵
家看重其战略地位之外，长期被商品社
会所忽视。正因如此，才好积蓄，才能深
藏。野气蒙笼，却蕴藉无穷。当国人的资
源意识猛然觉醒，正为资源的浪费痛心
疾首，为资源会有枯竭的一天忧虑日益
深重，并开始认真计算经济发展的资源
成本……榆林竟成为中国能源重要的

“接续地”。
顾名思义，“接续地”就是为国家的

继续发展提供动力，注入活力，使发展有
强大的后劲，得以继续。从这种意义上
说，榆林也可以说是一片福地。榆林拥有
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以现
在的开采量，可供开采两百年。而榆林地
下的岩盐储量，是煤储量的 22 倍。岩盐
既可提炼最纯净的食用盐，又是化学工
业的重要原料。榆林，平均每平方公里地
下都井然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其中包括
煤622万吨、石油1.4万吨、天然气1亿立
方米、岩盐 1.4亿吨。其资源组合配备之
好，国内外罕见。

横山苍苍，地脉奇绝，千峰藏宝，万
壑聚福。这么多能源、矿产富集一地，看
来上天待这里不薄。由于长期深藏不露，
至今方横空出世，这叫后来居上。如今，
人们的资源观念跟从前大不一样了，社
会的文明程度毕竟在提高，有后劲儿才
是最大的优势。

近年来，国家实施“西气东输”“西煤
东运”“西电东送”。陕北道情，道陕北之
情。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社会，料想，都
不会忘记此情。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会吃，懂
吃，有条件吃，而且，有良好的胃口，吃
得下去，克化得动，实在是一种幸福。
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常常看到挂着

“口福居”这样招牌的饭店，通常都不
大，价位也不高，普通人吃的多，老百
姓坐下来，无非一杯啤酒，两碟小菜，
这就是电视广告上说的那种“吃嘛嘛
香”的市民大众最向往的“口福”了。

所谓口福，所谓吃得快乐，所谓舌
尖上的享受，都是一个人生命过程中
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号称“美食家”的苏东坡，一生经历
坎坷。然而，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却
有着难得的口福。著名的“东坡肉”，吃
过吗？颇具人气的“东坡肘子”，听说过
吗？就是苏轼这位文学大师发明或创造
出来的两道菜肴。在食谱上，以文人的
名字而为菜肴名称者，苏轼大概是“独
一份”。尤其是有人给他制造痛苦时，或
者用谣言中伤、诬陷与抹黑他时，这班
人满心希望他过得悲悲惨惨，希望他厌
食，希望他寻死上吊……可惜，胃口绝

对良好的东坡先生，总是食欲大开，总
是对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心花怒放。这种
灵魂上的反抗，实在使那些整他的人
们，气得两眼发黑，无可奈何。

应该说，苏东坡的口福，是他在坎
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如果看不
到这点，不算完全理解苏东坡。

他在《湖州谢上表》里，公开表达
出这种反抗精神与不肯妥协的态度：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显
然，他压根不理会这些握有权柄的得
志新贵。他哪里晓得，小人不可得罪的
道理，照讲他想讲的真话，照写他想写
的文章，锋芒毕露，略无收敛。于是，他
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迫害。

然而，苏东坡无论贬谪到什么地
方，都能写出优异的作品，都能吃出名
堂，都能活得实实在在、有滋有味。

在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里，看
到这位胃口奇佳的文学大师渲染吃喝
的豪情，他那洒脱奔放的状态，他那充
满自信的心志，跃然纸上。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

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
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
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
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
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
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前后

《赤壁赋》，亦足以一笑也。’”
能够这样了解自己、享受人生、心

胸开阔、品位高尚的诗人，能不笔惊风
雨、名垂千古吗？

苏东坡最后一次发配，渡琼州海
峡，安置儋州。宋朝的海南，远非今日
之海南，乃瘴雾蛮烟的荒凉之地。从他
的一篇《食蚝》短文中，发现此公尽管
环境恶劣，吃兴未减分毫，虽然日子艰
难，但消化能力极佳。当地滩涂上，盛
产味美无比的蚝，使他足足享受。据明
人陆树声《清暑笔淡·东坡海南食蚝》
一文中载：“东坡在海南，食蚝而美，贻
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
谋南徙，以分此味。’”

落到如此境遇之中的东坡先生，
居然还有幽他一默的心态、调侃两句

的乐趣。世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文章笔
力之健，更不能不羡慕他的口福胃纳
之佳。无论文章，无论胃口，都充满了
此公对权势的蔑视、对小人的不屑、对
生活和明天的憧憬希望以及身处逆境
中的乐观精神。

从苏东坡坦荡、从容、自信与豁达
的人生经历中，世人至少获得以下三
点教益：第一，得要有一份坦然从容的
好心胸，千万不要小肚鸡肠，首鼠两
端，患得患失，狭隘偏执——那是绝成
不了器的。第二，得要有一份刚直自信
的好精神，切莫任人俯仰，随波逐流，
墙头衰草，风中转蓬——那是绝站不
住脚的。第三，恐怕得有一份兼容并蓄
的好胃口，不忌嘴，不禁食，不畏生冷，
不怕尝试。这个道理若用之于营养，则
身体健康；用之于文章，则尽善尽美；
用之于交友，则集思广益；用之于人
生，则丰富多彩。

如果苏东坡先生没有好心胸、好精
神，特别是好胃口、好的消化能力，能达
到这样的精神境界与文学高度吗？

隐形的翅膀 □王聪娜

村街渐老
□章小兵

宋画旅行 □王太生

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检察院坚持
提高政治站位，紧紧依托司法办案，
全面履行检察职责，全力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创造平安稳定的社会
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全力服务“六稳”“六保”，促进经
济健康发展。该院注重加强民营经济
平等保护，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开
通民营企业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对
涉民营企业案件优先办理。切实保护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使民营企业家大胆、放心地创业创新。
主动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借助民法
典实施的有利时机，到酒店餐饮、房地
产开发、网络信息等行业企业开展“服
务民企防范风险”法律服务进企业活
动，帮助民营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引导
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做好新时代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注重运用诉前程序办
理案件，同时对应该提起的公益诉讼
及时起诉，建立常态化生态补偿机制，
让违法者首先为恢复生态环境承担经
济责任，杜绝“企业污染、政府买单”，
确保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同轨并进。

依法加强法律监督，忠诚守护司
法公正。该院着力做好刑事立案、撤
案监督，做好刑事审判、刑事执行等
诉讼活动中违法行为监督，保障群众
合法权益。加强对民事审判、执行活
动的监督，提升司法权威，特别是注
重加强对虚假诉讼等民事案件深层
次违法问题、财产刑执行的监督，保
障群众合法权益，引导建立依法、诚
信的社会氛围。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全部在一站
式保护中心办理，避免对涉案青少年

造成二次伤害。积极开展家教课堂、
亲子活动、心理干预，与团委、妇联、
教育局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守护
青少年健康成长。

立足为民办实事，保障优化营
商环境。该院联合邢台市信都区司
法局召开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座谈
会,详细了解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
象的实际需求，力求破解请假理由
把握难、审批标准统一难、监督管理
规范难问题。该院刑事执行部门干
警、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以及辖区内
在册的涉民营企业社区矫正对象共
计 13 人参加了座谈会。此次座谈
会，是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举措，对激发民营企业社区矫正
对象干事创业和服务社会的热情起
到积极作用。 （高强、彭静）

邢台市信都区检察院

依法全面履职尽责 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