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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专栏●
加 与 减 □李国文

■一加一减，便是

每个人的生命史。

“从俗”

与“免俗”
□陈鲁民

荞 麦 开 花 □米丽宏

人的一生，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到
化作一股清烟而去时止，无论在生理上，
在心理上，还是在生活习惯上，在思想方
法上，每个人都在时时刻刻地发生着变
化。从10岁的童年，到20岁的青年，再到

“三十而立”的壮年，到“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的中年，所发生的那些变化，
总的来说是“加法式”的。而从60岁的初
老期，到 70 岁的中老期，到 80 岁的晚老
期，到90岁至百岁成为人瑞的终老期，所
发生的那些变化，就是“减法式”了，直到
死亡。一加一减，便是每个人的生命史。

细想起来，当人们两手空荡荡地来到
人世，会哭会喊，会张开嘴吃东西，会努力
抓住什么，无一不是从无到有，从小而大，
从少到多，从弱到强。从启蒙读书到学有
所成，从入世不深到把握全局，从白手起

家到大展宏图、开创一番事业，从一个人
到两个人的出双入对，从两个人到三个人
的幸福家庭，都属于加法范畴。此后，行
云流水，意气风发，跌打滚爬，挥洒人生也
好，有过快乐，有过痛苦，有过笑声，有过
眼泪也好，总是不停地在加，一直加到无
论精神、物质，都攀登到力所能及的高
度。虽然，加法未必没有负面的因素，可
不管怎么说，那是属于成长中的烦恼。

度过了生命的高峰期，哪怕是霜重色
浓的红叶，也开始凋零，随风飘落，不知不
觉间，老之将至焉。从此，便不停地开始
减法了。吃得不那么香甜，玩得不那么爽
心，体力不那么健壮，情感不那么张扬
了。紧接着，爱好在淡薄，欲望在消失，趣
味在减少，心境在枯竭。随后，腿脚不听
使唤，活动半径缩小，头脑渐渐失灵，往事

如烟淡去，哪怕是最温柔的减法，也是令
人不胜伤感的。曾经拥有的美好、圆满、
温馨与甜蜜；曾经推拭不开的无奈、惆怅、
羁情与悲思，统统渐行渐远，一一离你而
去。临了，每个人总归还是被减到两手空
空，随后，默默地离开这个世界。

话说回来，这种点点滴滴地减掉，舍
不得，又不甘心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局
面，你还活着，就无法排遣掉这些难堪，
必然就要产生许多别扭。想得开的老
人，只是努力不去想而已，但是，不等于
别扭已经烟消云散了。那些想不开的老
人，这种垂老的别扭，这种渐渐不为人所
理解的别扭，这种越想越烦、越是得不到
解脱的别扭，可不是夏季最后的玫瑰，能
带来浪漫，带来情调。如果不能化解，不
能适应，会成为一杯难咽下的苦酒，腐蚀

着躯体，毒害着灵魂，是要让自己活得很
不开心的。因此，有质量的老，有品位的
老，让每一天活得有滋有味的老，还真是
一门学问。

年届华龄，桑榆晚景，第一，要懂得
人生的加减法，谁也无法回避，谁也不能
例外。第二，要懂得老是一种必然，新陈
代谢，为万物生长的自然法则。因此，一
个人，总不老，或者，总不想老，或者，总
不承认自己老，或者，总是在那里装嫩，
装少壮，装朝气蓬勃，那是一种反常的
现象。

老，就得承认老，就得服气老。已经
成为历史的那些轰轰烈烈，那些光辉灿
烂，就不再属于今天。作为过来人，负暄
南墙，看着后辈打拼，创造更新更美的世
界，不也是一种怡然自乐的境界吗？

在北方，荞麦开花很耐看，属于深
秋一种韵味独特的景观。

单株去看，有一点点婉媚。光虚、
日薄、花株静，荞麦秀妍得似乎不属于
庄稼族群。它的花色白，茎秆幽红，叶
子沉绿；它枝节四逸，婆娑有姿。它是
古时小户人家的女子，步履秋露，袖拂
清风。绣楼里，是宁馨的碧玉入画来，
是家常的美人。它是那么安静。

然而，荞麦联合起来一起开花，的
确不得了。那种纷扰、张扬与铺排，一
开一山坳。满山坳粉粉白白，动不动
就势如汪洋，秋后零落的山野，被涂抹
成一川雪。

花色白，透着一点粉嫩，雪上染了
层淡淡胭脂红。真香啊。大野肃杀，秋

庄稼，早已回家；旷野里，这花香，就被
稀释了，若即若离的，闻着闻着好像没
有了，闻着闻着好像又有了。那种感
觉，像京剧中的程派唱腔，唱到妙处，
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别有一番幽咽
迷离。

秋后，蜜蜂本来变懒了，却又被荞
麦花香诱来；嘤嘤嗡嗡，忙最后一茬
活儿。

荞麦结籽居然那么丑陋。歌谣
说，“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等
于说，荞麦籽就是三角的。三片黑瓦
棚的破庙，里面没有珠圆玉润的美人，
皮也粗陋，瓤也丑陋。

尽管如此，磨面如麦，可面可糕，
可羹可粉；秸秆烧灰，治疮疖，熬干取

碱，蚀恶肉，去靥痣；荞麦秸铺床，止臭
虫；就连荞麦皮，也能装枕头。软硬适
度，清脑明目，最好了。

荞麦，简直就是为解救人间疾苦
来的。荞麦并非常备粮食，它位于五
谷之外，是替补队员的角色。荒旱年
头，颗粒无收；或者，大秋将临未临，
还有那么一点余闲地块和精力，补种
点啥呢？坡地上，撒几块儿荞麦就好
了。立秋撒种，寒露收割，省心省力省
时间。

种子入土，三日发芽，25 日开花，
又 25 日结籽。半长苗，半开花，半结
籽，半收获。荞麦的骨子里，是感恩
的，你为它付出一成，它便回报你一
成；你地耕三遍，它便结籽三重。荞麦

又是急性子，两重籽黑，就要收割；否
则，荞麦籽会等不及而落地发芽，重新
开始另一世。荞麦的一生，简直是以
分秒来成长自己，一步撵着一步，一步
快似一步，步步鼓点急促，不落空。荞
麦花开，当是生命里的锦绣，一把把小
花伞砰砰打开，彼此间盈盈相向。山
岭上浮起一蓬蓬雪烟，山路田埂，被悉
数淹没。

农人，担着最后的收获从花海里
走过，唱词中写道：“丢下一粒籽，发了
一颗芽。红秆子绿叶，开的是白花。结
的是黑籽，磨的是白粉。做的是黑粑，
此花叫做……叫做荞麦花。”

中秋之后，月亮的下弦，一圈圈往
下削减。蔓草披离的山坡上，一横枣

树枝颤巍巍挑起老月亮。三尖的荞麦
叶子，抱一滴秋露水，漾啊漾的，怎么
也掉不下来。荞麦花里山岗起伏，秋
风从山上向山下铺展。村庄睡了，像
鹧鸪鸟安卧在月明如雪的荞麦花中
央。只有荞麦，还在凉风中无声地奔
跑，向上的路，蜿蜿蜒蜒。它走得真是
如同苦役。对它来说，慢下来，属于锐
气消磨，堪称灵魂怠惰，等于生命力的
缺失。

这个匆遽行走在深秋的素衣女
子，且行且筹谋。每一步，都有根有
据，每一步，都不踩空。有限的生命，
要活得有花有叶、有籽有果。

秋天睡了，荞麦醒着，花开胜似白
雪香。

作为才女，林徽因不乏追求者。
其间，徐志摩和梁思成是最有资格的
竞争者。

早年的徐志摩，因为崇拜西方的
哲学家罗素，便赶到英国留学。后来，
才知道罗素先生去中国讲学了，他就
在伦敦住下来，很快认识了林徽因的
父亲林长民，随后，在林长民家里认识
了林徽因。当年，林徽因只有 16岁，还
是个中学生。同年底，徐志摩就把张幼
仪接到了英国，在剑桥大学旁边一个
叫沙士顿的地方住下。当时，他们的感
情并不太好，也没到离婚的程度。

一个是已经结婚生子的男人，24
岁；一个是情窦未开的少女，只有 16

岁，徐志摩还是对林徽因表达了感
情。林徽因见了信惊慌失措，自己不
敢给徐志摩回信，就由父亲给徐志摩
回了封信说：“阁下用情之烈，令人感
悚，徽亦惶惑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
嘲笑之意，想足下误解了。”

林长民的这种态度，至少没有反
对，等于默许了他们朦朦胧胧的感情。

1921 年，林徽因从英国回国。林
长民、梁启超两家本是世交，为此，梁
思成借机专门去拜访林徽因。当林徽
因谈到以后要学建筑，喜爱绘画的梁
思成也对建筑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共
同的兴趣，彼此心生暗愫，情投意合，
两人的感情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想不到，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热烈
追求，像大洋对岸吹来的风，从未停止
过。虽然远隔重洋，但徐志摩依然给
林徽因写情书，几乎到了不计其数的
程度。可惜，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
的确多了一个梁思成。这种彼此冲突
的局面，让她既幸福，又纠结。

1924 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终于约
定，同去美国学习建筑学。刚到美国时，
他们感情并不太和谐，两人有时爆发争
吵，主要因为林徽因的心里还装着徐志
摩。为了彻底打败徐志摩这个“情敌”，
梁思成煞费苦心，终于计上心头。

1927 年 6 月 10 日，是林徽因的生
日。梁思成送了一份非常古怪的生日

礼物——一面仿古铜镜。铜镜的一面
镶嵌着镜面，另一面的中心图案是对
称的飞天浮雕。飞天外圈环绕卷草纹
饰，花纹旁边铸着字：“徽因自鉴之用，
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

这是梁思成亲自制作的铜镜，用
了好几天的课余时间设计、雕刻、铸
模、翻砂与仿古。做好后，他还故意拿
去请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鉴定其年
代，教授不懂中文，有些狐疑地说：“从
图案上看，像北魏时期的物品，但从未
见过这样的文字，对不起，我不能帮助
你。”看着梁思成蹊跷的笑，教授得知
真相后，说他是个“淘气鬼”。

听完这段离奇的鉴定，林徽因更

是为他的浪漫风情而触动。谁说梁思
成是个书呆子？这件匠心独运的礼
物，可以说彻底赢得了“美人心”，那一
刻，林徽因最终决定了自己的爱情
归宿。

在爱情选择中，面对徐志摩与梁
思成，有人说，林徽因是聪明女人，她
选择了一栋稳固的房子，而没有选择
一首颠簸的诗。在林徽因眼中，爱情
不是“诗歌”，要想获得幸福，只有梁思
成，才能给她婚姻的安全与家庭的美
满。梁思成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匠
心独运，亲手制作铜镜，终于打败了

“情敌”徐志摩，从而追得这位才女兼
美人。

周末，我常去街头小吃摊吃早点。
在衡水街头吃早点，最有传统特

色的是豆浆油条、饶阳豆腐脑、流常
老豆腐、大饼卷肉等。油条与豆浆是
标配，煎饼裹了油条才好吃，这是人
们的共识，也是人们吃早餐的最佳
选择。

秋日的清晨，蓝天通透，微风清
凉。小吃摊上，热气腾腾，味美香浓。
早餐之中，我最爱油条。如果没有油
条，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有
了油条的加持，才觉得丰盛。刚炸好
的油条，热乎乎、香喷喷，让人味蕾大
开，吃着有滋有味。

想起小时候，跟着姥姥去赶集，每

次都买几根油条。在“肉少、油水少”
的年代，能吃根油条也是很奢侈、很
幸福的事。吃完油条后，用油乎乎的
手，在头发上来回抹，好像是既不浪
费沾在手上的油，还能“美发护发”。
捎回家来的几根油条，经常是放上好
多天，干巴巴的。一是油条拌黄瓜、拌
咸菜；二是做菜馅时，切碎调到馅里，
既提香味又可以吸收菜汤，使菜馅更
润 泽 。现 在 想 起 来 ，仍 觉 得 味 道 好
极了。

现在人们日子好了，各种风味的
早餐应有尽有、花样繁多，忽又回归般
地想念年少时吃过的东西。过去的一
些食物，不少给贴上了“垃圾食品”的

标签。现在人们讲究膳食纤维多少，各
种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氨基酸营养
等科学饮食。但我认为，胃是有记忆
的，小时候爱吃的东西，会伴你一生。
那种美味与美好，风味和气息，既有过
往的岁月和记忆，更有难忘的亲情和
乡愁，总让人回味无穷。

周末在街头小吃摊吃早餐，既随
意又放松。一是早起晚起随意，不再
用闹钟叫醒；二是早吃晚吃随意，时间
自己掌握；三是吃什么不吃什么随意，
各种小吃种类齐全。在人们生活节奏
加快、高效快捷的今天，周末给自己的
心情放个假，缓解一下工作压力，在不
疾不徐、自在随意的心态下，一边吃一

边欣赏着街景，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享受一把慢生活状态，也是很舒心惬
意的。

常去的，是位于新华路上的一家
小吃店。小店不大，里外两间，早餐有
油条、馅饼、豆腐脑、豆浆、小米粥。随
着来吃早餐次数的增加，我和店主逐
渐熟悉起来。他今年 60 岁，性格开
朗、豪爽热情，已在市区持续经营 20
年。每天凌晨 2 时多就起床，忙里忙
外，运转有序。他在门前的台阶上做
面案，一边忙活，一边招呼新来的客
人，有时和熟人开着玩笑，常常引来一
片欢笑声……

来这里的大都是附近居民，好多

人彼此都熟悉。喜欢他家这口的，隔三
差五都会来光顾一下。一碗豆浆，两根
油条，几个老哥们儿天南地北、海阔天
空或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有一搭没一
搭地闲聊。还不时有路边的麻雀蹦跳
着觅食，有趣有味，弥漫着暖心的烟火
气息和人情冷暖。

在秋高气爽的早晨，在凉风习习
的街头，我不禁感叹，伴随着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新征程，衡水这座既
有快节奏又有慢时光的小城，正越
来越展现她的活力和美好。每每想
起人们吃早餐的状态，我就觉得，小
城人是幸福的，幸福的生活是从早
餐开始的。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
新语》记载：七月七日，按
习俗家家户户晒衣服。富
人们晒的都是绫罗绸缎，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仲容，也用竿子晒条
粗布裤子充数。有人觉得很奇怪，他回答
说：未能免俗，不过从俗而已。

免俗，即言行不拘于世俗常情。未能
免俗，意思是说，没能够摆脱开自己不以为
然的风俗习惯。陆游的《自诒》诗写道：“无
可奈何犹食粟，未能免俗学浇蔬。”他为了
活下来，不得不去干素常看不起的浇灌蔬
菜的俗务。赵秉文的《送宋飞卿》诗中写
道：“未能免俗聊从宦，遥望孤云忆旧庐。”
他虽打心里瞧不起做官这个事，觉得俗不
可耐，也想学陶渊明与严子陵，但总得有个
饭碗糊口，只好先干着吧。

虽说世人有时心里也想文雅、清高、脱
俗一点，对许多落后愚昧的习俗和做法都
不赞同，但是，还不得不从众从俗，入乡
随俗。否则，就会被人议论批评，视非同
类，就有被孤立、被边缘化之虞。

酒桌上，大家都在转圈敬酒，说些由衷
或违心的劝酒词，闹哄哄的，确实很可笑。
若觉得俗气，不愿从众去敬酒，也说些半真
半假的“酒话”，就会被认为自大傲慢，人家
即便嘴里不说，心里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看法。估计下一回聚餐，就不再相约了。

家里遇到婚丧嫁娶，按照习俗风气，总
要摆上几桌，热闹热闹，造点气氛，也顺便
敛点“份子钱”。如果不肯从俗，不去随礼，
自己觉得是特立独行，清高处世；人家会说
你不通人情世故，久而久之，自己可能就会
成了孤家寡人，被打入另册。

当然，如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厚重
的心理基础，不怕孤立，甘愿寂寞，不怕人
说闲话，就是不从俗，别人其实也没有办
法。钱锺书夫妻就是这样的一对高人，从
来不参加任何应酬，因为觉得无聊，俗气，
又耽误时间。即便是过春节，也从不出去
给谁拜年，不接受别人来拜年，因为他们忙
于读书钻研，著书立说，觉得这样更有意
义。最后，这两个不肯从俗的人，一个成了

“文化昆仑”、国学泰斗，一个成了翻译家、
文学家，他俩比翼双飞，令人艳羡。

反之，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却在中年以
后，因为未能免俗，主要精力都纠结于俗务
俗事中，参加各种有意义没意义的会议，出
席各种或公或私的应酬，浪费了许多大好
光阴，几十年里，没有创作出一部像样的作
品。晚年时，他非常懊悔，一提到这个事就
痛苦不堪。

人们不大可能会像钱锺书夫妇那样
决绝，但也不能没有底线，没有原则，以未
能免俗为借口，违心地参与那些无聊且耗
时花钱的活动。时不时拒绝一回，免一次
俗，既是对自己意志定力的考验，也让人
家觉得你不是一个呼来挥去、随波逐流
的人。

未能免俗，有时也可能成为走向堕落
的开始。办事收红包，出力拿好处费，帮
忙收辛苦钱，这可能是行业之俗，官场之
俗，如果官员从了这个俗，收了这个钱，积
少成多，早晚会触犯法律，受到制裁。唐
玄宗上任伊始，目睹官场风气庸俗且糜
烂，就专门用卢怀慎为“副相”，给他的任
务是“以卿坐镇雅俗耳”，意即用你的高尚
道德和出众操守，来抵制低俗的官场风
气，为天下官员作榜样。这种举动，还真
是效果不错。

世俗常情，有科学合理的，也有荒诞愚
昧的，对于前者自然无妨入乡随俗，一起参
与，共同热闹；对于后者，则要自觉抵制，不
能因为其是风俗习惯就盲目屈从，还用一
句“未能免俗”来辩护，那无异于自欺欺人。

善于从俗，是一个人的本能；敢于免
俗，方见一个人的风骨。

街头小吃摊 □郭 强

生日礼物 □鲍海英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曹妃甸税务：学党史办实事
曹妃甸区税务局把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转化为工作实效，积极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多举措提升服务能力
和水平，精心服务纳税人。 （刘研）

饶阳税务：建设共用学习阵地
饶阳县税务局依托党群活动室建

设，充分挖掘基层党员干部创造性、积极
性，通过建设大家共享、共用的学习阵地，
展示新时代税务干部新风貌。（卢晟硕）
滦州税务：开展精心服务纳税人活动

为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滦州
市税务局开展“忆初心、办实事”精心服
务纳税人活动，不断探索服务举措，努力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向实。（杨永旭）

饶阳税务：开展重阳节主题活动
在刚刚过去的重阳节，饶阳县税务

局以“岁岁重阳 年年登高”为主题开展
活动，组织老干部参观图书室、党群活动
室，观看减税降费宣传片。 （何平）
蠡县供电：开展安全用电隐患大排查

在采暖季即将到来的关键时期，国
网蠡县供电公司结合提质增效工作，积
极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确保采暖季

电力供应充足、电网安全稳定。 （伍娜）
孟村供电: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0月8日，国网孟村回族自治县供

电公司纪检队伍创新开展了“思想监督、
数据监测、重点工作监控”的层级化监督
工作，进一步贯彻省市公司“双碳”行动
方案。目前已成功推动高耗能企业治理4
个，降低高损线路2条、高损台区10个，
解决电能浪费问题5个。（张思为、杨国义）

蠡县供电：积极应对降温天气
国网蠡县供电公司扎实推进提质增

效专项行动，密切关注恶劣天气变化，不
断强化设备安全运维保障，全力确保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 （伍娜）

肃宁供电：精心服务光伏发电
今年以来，国网肃宁县供电公司把

服务好光伏发电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要举措。结合提质增效工作，对辖区内光
伏用户的线路、设备检查消缺，提高发电
效率；重点从业务受理、现场勘查、安装
调试、并电入网、后期跟踪服务、设备维
护方面，提供全流程优化服务。（杨艳杰）

高阳供电：全力打造标杆供电所
今年，省电力公司 1 至 8 月份乡镇

供电所综合评价结果出炉，国网高阳县
供电公司杨佐供电所进入省公司前 20
名，在保定公司辖区供电所中整体排名
第一。 （霍斌野、李珊珊）

蠡县供电：精准管控线损治理
国网蠡县供电公司持续深化线损攻

坚，不断强化过程管控力度，深入分析前
期指标，建立“日统计、日通报、月考核”
问责机制，严把过程管控关口。 （马莉）
河间供电：精准监督提升服务质效

今年以来，国网河间市供电公司在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效上持续发
力，推动各项惠企惠民政策落地落实。
公司纪委发挥职能作用，通过明察暗
访、体验办事、客户回访等方式重点对
政策执行不力、服务意识不强、损害营
商环境等问题进行全力整治，为优化营
商环境保驾护航。 （冯曼）

蠡县供电：精心服务辖区企业
近日，国网蠡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不断加大企业扶持力度，主动上门走
访企业，不定期“义诊”企业的配电设施

安全，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赵峥嵘）
高阳供电：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网高阳县供电公司持续开展用电

企业“党建引领＋服务”活动，组织人员深
入企业，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
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王素杰）

沧县供电：筑牢廉洁防线
“十一”期间，国网沧县供电公司履

行监督职责，组织人员成立 10 组检查
小组，对 13 个供电所及中兴沧县分公
司进行监督检查，明确纪律红线，有效
发挥公司纪委主体监督职能。对检查
结果通报排名，下发整改通知书，督促
制定整改措施，切实将问题整改到位，
筑牢廉洁防线。 (田磊、迟超)
蠡县供电：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近日，国网蠡县供电公司通过开展
主题安全日、安规学习、安全经验分享、隐
患排查等多种形式，积极引导广大干部职
工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伍娜）

高阳供电: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国网高阳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该公司结合不同节日特
点，严明纪律要求、强化监督执纪，不断
提高思想认识，远离违纪红线。(王素杰)

肃宁供电：助力小微企业成长
近日，国网肃宁县供电公司发挥“电

力先行官”作用，保障小微企业用电，倾
力服务乡村振兴。根据企业用电需求做
好电网升级改造，以乡镇供电所为单位
优化“网格化”供电服务、负荷分配和安
全用电技术培训，指导企业做好用电规
划，保障小微企业发展。 （杨艳杰）

渤海新区供电：推动配电网转型
近期，为适应以新能源为主体的

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需求，沧州市渤海
新区供电公司组织开展配电网规划
编制工作。公司应用“网上电网”系
统功能支撑电网供电区域划分、电网
基 础 资 料 收 集 、项 目 方 案 论 证 等 工
作，提质增效，提高了规划编制工作
效率。 （叶琳、田浩）

孟村供电：提前部署迎供暖供电
为确保供暖期间安全用电，近日国

网孟村回族自治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
主动了解供暖企业用电负荷、作业流

程、用电设备使用情况，对供暖设备进
行全面“体检”。将供热企业的用电线
路及供电设备纳入日常巡视管理中，强
化供暖季配网运维保障，保障线路安全
稳定运行。 （李爱玲）
国网河北营销中心：积极参与跨界合作

10月17日，国网河北电力与新能源
车企“蔚来”在石家庄市华润万象城“蔚
来”中心新能源展示厅跨界举办首个“网
上国网·蔚来观景试驾之旅”推介会。国
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联合国网河北营销中
心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与“蔚来”跨界合
作，在石家庄市华润万象城“蔚来”中心
新能源展示厅与意向车主进行一次答疑
解惑的亲密互动，详细介绍“网上国网”
电动车版块功能，受到了新能源车主的
一致欢迎。下一步，国网河北电力将充
分依托“网上国网”，逐步建立与车企、
经销商、4S店、社区、物业等协作网络，
前置办电服务入口。扩大宣传规模，利用
电费红包积分等开展“网上国网”电动车
频道深化运营，同时，不断持续功能优化
迭代，提升客户的装桩便捷性和充电服
务体验。 （黄玉龙、付立衡、谷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