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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专栏●
文 学 ，这 棵“ 常 青 树 ” □李国文

■看起来，曹雪

芹也好，罗贯中也好，

要比后人更懂得适应

读者的消费心理。因

此，他们的书，只有潮

涨潮落，而不会像“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的时下书潮一样，

这种书是永远也不会

过去的。

立 秋 之 美 □钟 芳

也说

“表演”
□蒋子龙

蓼 花 秀 西 风 □刘相美

有幸走进一座庞大
的影视拍摄基地，真是
眼界大开。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娱乐时代，需要

庞大的演艺业支撑。
想起曾被称为“作家富翁”或“富翁

作家”的张贤亮，可能是中国较早开办影
视城的，给拍摄者提供了不少方便。当
然，拍摄完成后，要留下一些影视剧中的
服装道具、场景图片等。难以计数、渴望
当演员或对演艺有兴趣的人们，纷纷买
票参观影视城，以窥明星们的拍摄花
絮……热闹、风行的社会现象，迅速促
成了张贤亮的传奇。

娱乐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群
众演员”兴盛，队伍庞大，且各色人等花
样齐全。群众即演员，演员即群众。拍摄
基地内外似乎永远都有相当数量的“群
众”，等待成为“演员”。在这里，“鲤鱼跳
龙门”不再是神话，已经大红大紫的明星
们，有些当初就做过群众演员，甚至就是
从拍摄基地的大门口“漂”出来的。

全国每年仅电视剧就拍摄成百上千
部，据传，只一部系列剧《外来媳妇本地
郎》就突破了 3100 集。更别提层出不穷
的“抗日神剧”。给人的感觉是，随便在大
街上抓个人，就能驾轻就熟地演好“鬼
子”，而且，还能活灵活现地展示“鬼子”
的阴毒、狡诈与残暴。

记得，老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扮演
日本鬼子松井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方
化，被称为“演活了松井”。那个时候，能
在银幕上演好“鬼子”的，似乎就他一个
人。是那时候的人演好“坏人”不容易，还
是那个时候人们的表演技巧不够高呢？

或许，人的现代性，除去科学知识的
丰富与发展、人性的复杂与开放，还包括
演艺潜能的极大开掘。再加上商业社会
无孔不入的诱惑，演而优则富，出名就有
利，而表演似乎是娱乐时代名利双收最
快捷的途径。所谓“一剧成名”“一夜成
名”的致富故事，多发生在会表演的人身
上。许多事要从娃娃抓起，然而这么多年
过去，“从娃娃抓起”大见成效的似乎还
有表演。过去六七岁能登台演出的“六龄
童”“七岁红”凤毛麟角，如今三四岁就在
各类演艺节目中走红的不计其数，各地
电视台的娱乐节目都少不了各种“童
星”。因此，从成人群众中抓一个就能演

“鬼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然而，会演戏的又岂止是年轻人和

娃娃？现代表演也不是舞台和影视荧屏
所能局限的，大街上，随时都会有精彩的
演出。比如“碰瓷”，已经碰得老年人在公
众场合摔倒，无论真假都没人敢扶了，甚
至，还在社会上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
论：“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还有
行乞的、诈骗的，个个都有一套演技。越
来越多的“职业哭丧者”，让本来是一种
水到渠成的感情流露，变成实实在在的
痛哭表演。某些现代“孝子们”常不会哭，
或哭不出来，而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却能哭得昏天黑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强化了治丧的悲哀气氛。

所谓“花花世界”，越花越不嫌花；越
是“无奇不有”，人们越是出奇、猎奇。不
仅哭可以成为一种表演，再配以嬉笑怒
骂、唱念做打，在娱乐至上的现实生活
中，擅长表演，没准真能混成个有声有色
的人物。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
不觉间，又立秋了。如果不是看日
历，走在大街上丝毫感受不到秋的
气息。

立秋，又称“交秋”，秋季开始
的第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的第十
三个节气，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即将
过去，丰收的季节即将开始。据《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七月节，
立字解见春。秋，揪也，物于此而揪
敛也。”古人把立秋当作夏秋之交
的重要岁时节日，一直很重视这个
节气。《礼祀·月令》曾描述，立秋日
周天子会亲率三公六卿诸侯大夫，
到西郊迎秋，并举行祭祀少昊、蓐
收的仪式。汉代沿承此俗，并杀兽
以祭，表示秋来扬武之意。到了宋
代，每逢立秋日，皇宫里要把栽在
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百官到场等
候，立秋的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
声奏道：“秋来了。”这时，梧桐会应
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寓报秋之

意。立秋时节，梧桐树开始落叶，因
此，有“一叶落知天下秋”的说法。

秋天来了，凉风习习，天高云
淡，令人向往。众多文人墨客总会
吟诗作赋抒发心怀。“不觉初秋夜
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炎炎暑退
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每次读
到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这首《初秋》，
眼前总会展现出一幅清新、幽静、
恬淡的风景画卷。立秋后，天气渐
凉，秋意渐深，随之而来的秋风秋
雨，赶走了夏的炎热，茅屋也清静
了下来，台阶下的草丛里，闪现着
点点露水珠。诗人观察生活十分细
致，将初秋来临时的季节变化和景
物变化描绘得生动而自然，读来让
人感同身受。

“火云犹未敛奇峰，欹枕初惊
一叶风。几处园林萧瑟里，谁家砧
杵寂寥中。蝉声断续悲残月，萤焰
高低照暮空。赋就金门期再献，夜
深搔首叹飞蓬。”在《新秋》这首诗

中，唐代诗人杜甫把初秋季节的物
候特征描写得生动逼真。刚刚立
秋，炎热的火烧云尚未散尽，而凉
风卷着落叶带来了秋的讯息，园林
开始萧瑟冷落，捣衣声在寂寥中传
来，蝉在残月下悲鸣，萤火虫在夜
空中闪烁。诗中写的是秋景，却映
衬出诗人感叹时光易逝、功名难就
的苦闷心情。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
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
桐月明中。”宋代诗人刘翰写的《立
秋》，格调清新，形象客观。夜色转
凉，出窝不久的乌鸦啼叫着散去，
只留下玉屏孤独地立在那里。突
然，枕边吹来阵阵清凉的风，仿佛
扇子在一下一下地扇动。从睡梦中
起身来到院子里，秋声已无处可
寻，只见如水的月色下，满阶的梧
桐落叶。诗人通过夏秋季节交替时
细致入微的感受，描写立秋一到，
大自然和人们的生活所发生的一

些微妙变化。
“始惊三伏尽，又遇立秋时。露

彩朝还冷，云峰晚更奇。垄香禾半
熟，原迥草微衰。幸好清光里，安仁
谩起悲。”唐代诗人齐己的《新秋》，
开篇轻轻一点，就将人带进一种萧
条肃杀的冷色调中。立秋来了，不
免惊喜三伏天要结束了，早晨起
露，天气已有些冷意，傍晚的云彩
和山峰更是奇丽，田垄飘溢着稻香
果香，庄稼即将要成熟，但同时秋
风也带来凋零的感伤，原野上的绿
草已经微露衰迹。其实，夏走秋至，
寒暑交接，本是自然之律，无法更
改，那么不妨换一种心态坦然处
之，实是人生的大境界。

秋天，是最让人感觉惬意的季
节，也是最让人思绪自由放飞的季
节。手捧厚重的古卷，细细品读这
些意境深远的诗词，倾听大自然的
声音，的确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一种人生的享受。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当代文学
颇有点不景气了。一位书商诉苦，他搞的几
本书，全砸了。不知道读者现在的胃口，到
底想吃什么？武侠的书潮过去了，港台的书
潮过去了，隐私内幕、社会热点、乱侃胡扯、
谈情说爱的书潮过去了。无论什么东西，多
了，就倒胃口，这大概也是个规律。

其实，在文学生活中，要把这种不景
气看作是正常，而把过去那种太景气，看
作是不正常，才是正常心态。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文学确实空前繁荣过的，但那是
浩劫以后，人们如饥似渴的反弹。如今国
泰民安，海晏河清，文学回到它比较寂寞
的位置上，似属理所当然。至于有“识”之
士采取了某些手段，刺激读者的好奇冲
动，希望从处于困境的文学中，再榨出一
点油水。其实，这都是饮鸩止渴，反而使文
学更掉价。

文学总是要生存下去，大概只要有人
在地球上活着，文学就会找到自己的读
者，只不过是数量多寡的问题。因此，除了
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自我欣赏的作家
外，怎样使作品不是靠感官刺激，也不是
靠吹牛皮，而是靠读者真正喜闻乐见的文
字与叙述，促进文学的发展，便是作家全

力以赴的事了。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些细节，我

也说不上来。
研究读者的消费心理，也许是作家和

出版家的重要课题。除非他写东西不想给
别人看，否则的话，作家写了书没人看，出
版社出了书没人买，恐怕就很糟糕了。

我问他：“你总得做点生意，弄点书
卖呀。”

“还不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
文学常青树吗？售得慢些，但总能卖得
出去。”

我不禁感叹，幸亏有老祖宗留下了兵
马俑，留下了金缕玉衣，留下了马王堆，也
给我们留下了饭辙，没想到，还得靠曹雪
芹、罗贯中与施耐庵等文坛前辈们赏饭。

这些名著，上代人都读过，年轻人又
接着读，接着，下代人怎么办呢？上学识字
以后，还要读下去的。这些书的文学生命
力是永恒的，这些书堪称读者心目中的常
青树，也是出版社的摇钱树。听说，有些出
版社实在揭不开锅时，就把这些古典文学
翻出来重新加印，以解燃眉之急。

虽然有人统计，书价已经涨得不像话
了，但仍有读者——多是些普通百姓，舍

得十几元、数十元去买一部《红楼梦》《三
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等等，说
明这些书，具有永恒的魅力。他们买了书，
也不是去做学术研究，而能够津津有味地
读下去，主要是看热闹。前面提到的似水
书潮，一浪一浪地流过，不是不热闹，但那
种热闹，过了也就过了，升温快，降温也
快。而这些名著的热闹，不论读书的人，何
时何地何种心情，翻开书来，总是看不厌，
而且，每次读都能找到新感觉。这实在值
得写作的人深思。

对大多数看热闹的读者来说，并不怎
么关心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只是被贯
穿在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与语言所吸
引，才看下去的。其实，《三国演义》是一部
写帝王将相的书，《红楼梦》是一部写世家
贵族的书。书中的世界，和那些普通读者
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相距甚远。那么，为何
能令人手不释卷呢？

应该说，读书是个奇怪的投入过程，
在捧书深读时，仿佛成了古代的臣民；一
旦放下了书，就退出角色，回到现实中来。
怪就怪在书中人物的影像，无论是古人，
还是今人，会使读者从他个人的生活阅
历、所经所见去寻求对应，不断印证。于

是，有愤怒，有激动，有感慨，有快活……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了。

至此，无所谓历史，也无所谓现实，所
有那些显赫威风的，冠冕堂皇的，甚至是
不可一世的，令人诚惶诚恐的人物，平常，
老百姓都得仰起头来看，现在，完全在读
者的审视之下，变成了与老百姓相同的血
肉之躯。而且，他们的五脏六腑，还不见得
比老百姓高明到哪里去。这就是读书的满
足，或者叫作“美学”享受了。

《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能够达
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的艺术高度，很大程度上是从老百姓的
审视角度，是以老百姓的平民心理，反映
老百姓的善恶仇爱，按老百姓的意愿来写
那些帝王将相、世家贵族的。

一名作家，按老百姓的欲望，写老百
姓愿意读的作品，这就是古典文学给人们
的启示。看起来，曹雪芹也好，罗贯中也
好，要比后人更懂得适应读者的消费心
理。因此，他们的书，只有潮涨潮落，而不
会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时下书
潮一样，这种书是永远也不会过去的。

好书，永远不会过时；过时，也就不是
好书。这样的作品，才属于真正的不朽了。

所谓“蓼”，长于水泽或洼地，春苗
夏茂，秋始花。

明末清初陈淏子，明亡后，无心仕
途，于是，选了杭州专心栽花种药。其
实，人的一生能爱好一事，并于此间寻
得快乐，也是志得意满的。陈淏子《花
镜》一书，记载了有关“蓼”的细节，称
它有“赤蓼、青蓼、紫蓼、香蓼、木蓼、水
蓼与马蓼”共七种。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紫、
赤二种，叶俱小狭而厚。青、香二种，
叶亦相似而俱薄。马、水二种，叶俱阔
大，上有黑点。此六种，花皆黄白，子
皆青黑。”李时珍《本草纲目》专有“马
蓼”一条：“凡物大者以马名之，俗呼
大蓼是也。高四五尺，有大小二种，但
每叶中间有黑迹如墨点记，故方士呼

为墨记草。”可见，蓼种属俱多，难以
细辨。

赤蓼，亦称红蓼，花色最好看，成
穗状，最能与秋水相映。古时，水陆交
通发达，红蓼长在渡口沙洲上，人登船
远行，情思亦有了托寄。白居易有“秋
波红蓼水，夕照青芜岸”句，杜牧也写
道：“犹念悲秋更分赐，夹溪红蓼映风
蒲”。红色是热烈、喜庆的，它的色彩，
让秋日离别，不至于太悲戚。

北宋谢逸有一阕《渔家傲》，词风
飘逸清远，如蓼花汀上的西风，清大于
冷，而多了高远：

秋水无痕清见底，蓼花汀上西风
起。一叶小舟烟雾里，兰棹舣，柳条带
雨穿双鲤。自叹直钩无处使，笛声吹彻
云山翠。脍落霜刀红缕细，新酒美，醉

来独枕莎衣睡。
谢逸，江西临川人氏。临川多才

子，谢逸才情高卓，却屡试不第，一生
布衣，过着“家贫惟饭豆，肉贵但羡藜”
的清苦生活。读谢逸的词，隐逸之中有
清寒味道。

秋与人的五脏肺相应，肺在志发
为忧，所以，秋天人多悲情惆怅，也在
情理之中，是人类对天地之气的一种
感应。不过，这种诗词读得多了，会发
散志气。秋水长天，邈邈难寻，但路还
得走，英雄得有孤胆，要能于淼淼处看
见壮阔。

水蓼不如红蓼花色美艳，花黄白
色，最为平常，也叫辣蓼、柳蓼。明王象
晋《群芳谱》说：“高仅二尺许，细茎弱
叶似柳，其味香辣，名辣蓼。”《诗·周

颂·小毖》有“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
蓼”，古文献里的蓼，多指水蓼，国家多
难不堪重负，自己又遭遇困顿，用蓼之
苦辣来比喻辛苦境遇。

辣蓼丛生，全草或根叶入药。《唐
本草》载其能治蛇咬伤：“绞汁服，治
蛇毒入腹心闷；水煮浸脚捋之，消脚
气肿。”

古代，辣蓼是最早人工种植的蔬
菜之一，嫩苗可食，亦用作烹饪，是“五
辛菜”之一，书里载：“烹鸡豚鱼鳖，皆
实蓼于其腹中，而和羹脍亦须切蓼
也。”辣蓼味辛，而辛能解膻，与现在烹
煮肉食海鲜，多用姜来调味相似。

辣蓼还用来作酒曲，南方酿米酒
多采辣蓼做曲。先浸泡辣蓼叶，绞汁；
或将干的辣蓼茎叶切碎，然后，与米粉

搅拌，揉成米团，再拿出摊晒，干燥即
为酒曲。

每个人都希望一生美满，贪恋甘
美而厌恶苦辛，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
尝胆，毕竟不是人生常态，也非普通人
意志能做得到。世情总有意外，有一种
小虫，专食辣蓼，被称作“食蓼虫”。白
居易诗云：“何异食蓼虫，不知苦是
苦。”其实，苦与乐，都是外物作用于人
后起的分别，若没了分别心，那么，做
一只“食蓼虫”又能怎么样呢。

中国文明，先是自然的，从“知自
然”而“知自己”，从“知自己”而“知人
世”，从知草木鸟兽虫鱼的状态，而知
人世的安乐苦忧，从而，生出对永生不
灭的世界的亲好。

蓼花开了，秋色又深了一重。

抚宁税务：确保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秦皇岛市抚宁区税务局针对企业所

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策开展全面
辅导，辅导企业准确享受政策，确保辖区
内相关企业全部知晓政策。 （马子超）

迁西税务：切实为纳税人办实事
迁西县税务局积极开展“为纳税人

办实事我自当先”活动，不会办找我，解
决难点；办不成找我，解决痛点；不满意
找我，解决堵点，切实为纳税人办实事。

（张建华）
沧州新华区税务：首批“体验官”受邀

近日，来自 20 余户企业法人代表
和财务人员作为首批“体验官”走进沧
州市新华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亲身
感受智慧税务带来高效便捷的办税新
体验。 （李琳）
容城税务：确保惠民政策落实落细

容城县税务局从支持雄安新区发
展出发研究政策、积极跑办，支持鼓励
新办企业用活、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
策，打出一套减税降费组合拳，让便民
办税春风吹进千家万户。 （阴立坤）
柏乡税务：一户一策提供定制式服务

今年以来，柏乡县税务局不定期组
织召开各行业企业座谈会。通过点对点
细化辅导，定制“一户一策”帮扶方案，
确保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落实，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 （贾永涛、杨春晓）

邢台经开区税务：深入推进精细服务
邢台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以“宣政

策、送服务、解难题”活动为载体，深入
推进精细服务。该局深入中国电信邢台
分公司等企业，开展面对面咨询辅导，
点对点纾困解难。 （赵志伟）

冀州税务：持续推进作风建设
衡水市冀州区税务局持续开展作

风纪律整顿和专项整治，采取不打招呼
等方式，对执法监督检查等落实情况进
行检查，坚决杜绝干扰营商环境、影响
公平公正等问题的发生。 （李伟）
武强税务：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武强县税务局聚焦“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税费需求，探索“一户一策”精准
辅导。近日，该局召开“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座谈会，积极构建亲清税企关系，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路妨）
邱县税务：优化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邱县税务局把“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贯穿税收工作始终，深入
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不断提升纳税人缴费
人满意度和获得感。 （王然）
抚宁税务：扎实做好保费征缴工作

秦皇岛市抚宁区税务局通过与区
医保局加强配合，深入乡村开展征缴宣
传辅导、做好中小学生等重点人群参保
缴费等方式，做好 2022 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 （杨迎春）
丰润税务：“双减”服务为纳税人减负

唐山市丰润区税务局推出房产交
易申报纳税“双减”服务，利用新申报系
统统筹业务办理流程，减少申报采集时
间，通过与不动产部门信息共享等方
式，缩减纳税人准备资料。 （周新华）

迁西税务：纳税人千里寄锦旗
近日，迁西县税务局收到河南省南

阳市镇平县一位纳税人寄来的锦旗，表
达了对该局办税服务工作的高度认可。
精细服务纳税人，千里之外也能沐浴便
民办税的“春风”。 （张建华）
昌黎税务：5G智慧办税服务厅亮相

近日，昌黎县税务局5G智慧办税
服务厅正式亮相。该局建立“1+9”运行
新模式，满足纳税人缴费人精细化、个
性化服务需求。“1”为智慧管家系统，

“9”为智能识别区、智能导税区、休息学
习区、自助办税区、5G智能微厅、人工
办税区、网上办税区、纳税人权益维护
室及远程问办中心，实现线上自主办理
为主、线下自助办理为辅、双向实时互
联互通，缴税交费事项从“最多跑一次”
逐步向“一次都不跑”转变，最大限度实
现全程网上办、自助办。 （佟馨）

抚宁税务：开展学党史税企共建活动
秦皇岛市抚宁区税务局紧贴税收

工作实际，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组织开展学党史税企共建活动。通
过探索党建工作的新途径新举措，疏解
办税缴费中的问题。 （车佳莹）

昌黎税务：建成碣石税务文化馆
日前，昌黎县税务局碣石税务文化

馆正式落成。该局高度重视税务文化建
设，形成“明德尚法、忠诚担当、敢为人
先”的十二字昌黎税务文化精神。为全景
观全方位展示税务文化建设成果，该局
建设了由百年风华·党建厅、税月如歌·
税务厅、昌廉碣韵·廉政厅、先锋阵地·活
动厅、智慧引领·未来厅和荣誉长廊构成
的碣石税务文化馆。“初心唤使命 兴税
耀碣石”，昌黎碣石税务文化馆以文育
人、以德润心，引导税务干部践行激情工
作、快乐生活的理念。 （佟馨）
青县供电：支持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

国网青县供电公司贯彻落实上级
工作安排，通过实施“三化机制”，即：电
网建设一体化、能源应用绿色化、供电
服务网格化，为曹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
设提供服务保障。 （刘强）
南皮供电：贴心服务秋收“零距离”

国网南皮县供电公司加大电力设

施保护宣传，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
标语等措施，广泛宣传电力设施保护条
例，提高电力设施保护意识，帮助解决
农户秋收季节办电难题。 （石昌毫）

黄骅供电：织密基层监督网
国网黄骅市供电公司纪委采用基

层监督“任务清单”管理模式，调动基层
纪检委员工作积极性，明确阶段任务目
标、层层分解责任、限定办结期限，形成
完整的监督管理机制。 （刘国强）

阜平供电：助力老旧小区改造
国网阜平县供电公司全方位落实

推进老旧小区的供电设施改造，对需改
造的 11 个小区全方位摸排，制订详细
改造计划，采取规范公共场所用电设施
等措施，助力老旧小区改造。 （董杰）
定州供电：巡审联动助力提质增效

今年以来，国网定州市供电公司纪
委实施巡审联动内部监督机制，着力打
造良好用电环境，助力公司提质增效。
目前，共查处窃电及违约用电近 200
起，追补电费100余万元。 （张苗）

鹿泉供电：为冬季供暖保电护航
日前，国网鹿泉区供电公司党员服

务队先后到鹿泉区供热公司集中供热
一处、二处，以及电采暖用户家中走访，
检查供电设备，消除安全用电隐患，征
求客户意见和建议。 （张静）
栾城供电：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效率

10 月 27 日，国网栾城区供电公司

营销部员工运用智能用电指挥平台，快
速完成了将以往数个部门联络统计的
任务。自9月份上线以来，该系统极大
地提高了供电服务工作效率。（卞策）

赵县供电：加强员工廉政教育
近日，国网赵县供电公司组织开展

员工廉政教育活动。该公司通过组织参
观廉政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活
动，大力加强员工廉政教育。 （翟欢）

阜平供电：圆梦群众微心愿
日前，以“满足服务对象一个小心

愿”为目标，国网阜平县供电公司为阜
东小区2名住户送去急需物品，帮助解
决基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胡亚凡）

青县供电：开展节前廉洁教育
国网青县供电公司纪委坚持开展

节前廉洁教育，做到“一节一提醒”，从
重点岗位监督入手，持续加大对业扩报
装服务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力度。（刘强）
南皮供电：开展反窃电实现降损增效

为打击违章用电，提高电网供电效
能，10月20日，国网南皮县供电公司积
极开展反窃电、降线损专项行动，扎实
有效地开展反窃电工作。 （石昌毫）
黄骅供电：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国网黄骅市供电公司纪委围绕综合
能源项目服务、清洁能源项目实施等开
展“碳达峰、碳中和”专项监督工作，持续
发挥监督治理效能。 （王朝霞、董昊）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太行深处（国画） 段朝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