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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专栏●
“ 天 坑 ”与“ 地 缝 ” □蒋子龙

“ 大 器 ”何 时 成 □游宇明

兔儿爷
□肖复兴

若想让每次旅行都有所收获，出
发前设计自己的心态很重要，就像看
小品准备笑、看悲剧准备哭一样。我的
习惯是，看人造景致，持一种审慎乃至
俯视的心态，能让自己保持冷静与客
观，或可举一反三，得到启迪；去看自
然奇观，则抱持朝拜的心境，方能充分
感受大自然的神妙，被震撼，被教化，
被陶醉，最终净化灵魂，提升精神。

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重庆武隆
观赏“天坑”与“地缝”，准备钻天入地，
做一回“土行孙”，经历一次神仙游。

现代人“钻天”并不难，坐宇宙飞
船是“钻天”，乘飞机也是“钻天”，以前
去武隆需要翻山越岭、穿云破雾，也是
从“天上”走，途中有个著名的驿站就
叫“钻天铺”。现在，一踏上赴武隆的高
速公路，即刻便进入“地心之旅”，有近
七成的路段是在地下穿行。隧道一个

接一个，最长的九公里，连接隧洞的还
有许多桥梁，真正暴露在阳光下的路
段，反倒成了可长可短、或有或无的点
缀。每个洞口都题有贴切而别致的名
号，其形状有别，风光各异，或高或险，
或平或陡。洞内灯光闪烁，或明或暗，
或红或绿……在这种神秘的光怪陆离
中，听着关于武隆的故事，便益发觉得
有趣。

此地靠近古代的“夜郎国”，后来，
成为黔渝接合部。当地百姓常因边界
发生争执，纠纷不断，事端频频。有个
聪明的知州郎承谟，让两边各选一壮
汉，背上相同重量的巨石，从各自的县
衙出发，相向而奔。谁跑得更快，谁那
边的领土就会多一些，在两个壮汉的
会合处，立一座界碑，郎知州亲笔题名

“黔蜀门屏”。凭各自的脚力争地盘，大
家心服口服。看来，神秘之地，的确出
高人。

地球的北纬30度线，贯穿了古埃
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与古代中国四大
古老的文明地区，又充满今人无法解释
的魔幻色彩，此线辐射百慕大三角区、
古埃及金字塔、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以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横穿中国的
北纬30度线，则辐射黄河、长江、三星
堆与张家界……武隆也在这条线上。因

此，发现了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冲蚀型天
坑“后坪天坑”、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

“龙水峡地缝”、辉煌壮丽的地下奇观
“芙蓉洞”和“芙蓉江大峡谷”等集“险、
绝、雄、奇”于一体的自然胜境。

好地方如此之多、如此集中，全仗
造化所赐、老天钟爱。所以，武隆喀斯
特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所谓“天”，就是大自然，为宇宙万
物之主宰。“天坑”就是它的杰作，抑或
是大自然的一种暗示、一个标志也未
可知。武隆地貌八分为山，群峰森列，
岗峦叠嶂，加之深度溶蚀形成一条条
巨大槽谷，沟壑纵横，伏流交错……然
而，来到武隆东北方，这一切竟硬生生
地突然在眼前消失了，或者说，将武隆
的一大片壮美景色，陡然拽到了地下。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坑”。

此“坑”绝非一般的“山塌地陷”可
比。坑壁深千丈，如刀削斧砍，线条粗
豪，却色彩斑斓。上面飞泉挂瀑，水声
悠然，藤萝垂丝，野花张扬，间有小鸟
飞出，横空盘旋……待下到坑底，完全
像进了另一个世界，白云在坑口浮荡，
四周一片静谧，坑内生长着原始植物，
草深苔绿，急流深潭。坑中有坑，坑外
套坑，其境如诗如画，如幻如梦。

名为“天坑”，实乃仙境。从“天坑”

到“地缝”，要穿过羊水河峡谷，途经天
龙、青龙与黑龙三座“天桥”，即非人工
建造，而是天然生成的三座巨型石桥。
其中，青龙桥之高、桥板巨石之厚，均
为世界之最。

武隆因武龙山而得名，其山“逶迤
如龙，下有空洞”。因与广西一地同名，
1380年，改“龙”为“隆”，寓意兴隆，但当
地人状物取名还喜欢用“龙”字。天龙
桥、青龙桥与黑龙桥蜿蜒排开，遮空蔽
日，龙气森然。正如长白山上的老山参
旁边总会有蟒蛇盘踞一样，古时，武隆
被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在天生三桥
上，据说终年有老虎守护。每到夜色降
临，老虎对着“天坑”方向的万丈深洞，
嘶声吼叫，山林震荡，百兽变色。因此，
武隆人尊老虎为“山王菩萨”，礼敬有
加，感谢它们千百年来为武隆护卫住了
大自然的馈赠。至今，青龙桥头还住着
两户农民，代替老虎守护“天坑”与“天
桥”，被尊称为“虎民”。

“地缝”就愈加神奇了，真像地球活
生生在这儿裂开了一道大缝。人在极度
惭愧时会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真钻进武隆的“地缝”，却别有洞天，美
妙无比。里面布满珍珠般的小湖泊，串
起这些珍珠的则是一条条明涧、暗河，
或在石下潜流，或在脚边汩汩急奔。由

于狭缝内温暖湿润，植被茂盛，且多有
奇花异果，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缝
道险峻幽深，两侧怪石嶙峋，越往深处
走，我就越好奇，也越兴奋，疑惑着这
样一直走下去，会不会就能进入科学
界正在破解的“地下王国”。

武隆的神秘之处，恰在这里，武隆
的魅力也在这里。此外，还有“仙女山”
森林草原。上个世纪末，重庆一位离休
单身女干部来武隆旅游，为“仙女山”
的绮丽风光所迷醉、所倾倒，在草原上
邂逅了当地一丧偶老农，就像神话传
说一样，两人一见钟情，迅速成婚。十
几年来，他们的日子过得生动而愉快，
续写了“仙女山”传奇，并成就了一段
人人称羡的挚情佳话。

或许有人不解，现代人都想方设
法往大城市钻，一个本就生活在大城
市的离休干部，为什么愿意嫁给偏远
大山里的农民？如今，好风景都在偏远
的地方，近处有景多是人造的。现在的
穷也有两种，一种是大城市里的穷，一
种是被大自然宠爱的穷。大城市里的
穷，这里没有；这里的富，大城市里也
没有……

此外，还有芙蓉洞、大峡谷等神奇
之地，或许，只有亲自观瞻，才能领略
武隆的独特神韵吧。

中秋节讲究拜月，按理说嫦娥是主角。
但是，在民间，玉兔却抢了嫦娥 C位的风
头。人们尊称它为长耳定光仙，把它和嫦娥
吴刚仙人一样等同看待。或许是民间的一
种追求平等的心理趋向吧，才会让玉兔和
嫦娥吴刚平起平坐；也是玉兔可以捣药，能
够治病，保佑安康吧，民谚说：没灾没病就
是福，这是普通百姓心底最大的愿望呢。

民间不叫玉兔，更不叫长耳定光仙，
都管它叫兔儿爷。中秋节前，卖兔儿爷的
大小摊子摆满了街。兔儿爷，虽都是泥捏
而成，但花样繁多，贵贱不一。据说，最早
出现的兔儿爷如牵线木偶，双臂用线牵
连，可以上下活动，不停做捣药状，憨态可
掬。清末有这样的竹枝词唱道：“瞥眼忽惊
佳节近，满街争摆兔儿山。”可谓壮观。

过去，在老北京，中秋节前后，戏园子
要上演和中秋节相关的剧目，这是老北京
的传统。清升平署中秋节最早的剧目是《丹
桂飘香》《霓裳献舞》，是专门给皇上太后看
的。四大徽班进京，京戏普及之后，戏园子
在胡同里建得多了起来，特别是1915年，
梅兰芳上演了新戏《嫦娥奔月》之后，再过
中秋节戏园子上演的戏，必是《嫦娥奔月》
了。在这出载歌载舞的戏里，少不了兔儿
爷，扮演兔儿爷和兔儿奶奶的李敬山和曹
二庚，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名丑。

如果给中秋节挑选形象代言人，在老北
京，恐怕不是嫦娥，得是兔儿爷呢。

鲁迅先生到底留下了多少文字，至今是个
谜。有人电脑检索《鲁迅全集》的篇幅，得出298.5
万字。不过，有人说是 700万字，也有人说是 800
多万字，还有人说，包括书信、日记在内，足有上
千万字。

无论哪种更贴近实际，鲁迅先生一生写下
的作品，都是一个巨大数字。他生活的年代，电
脑尚未问世，写稿都是用钢笔或毛笔，一个字、
一个字地誊正，再寄送到报刊。

其实，鲁迅先生的写作开始很晚。1918 年，
才在钱玄同的一再催促下，写了一篇属于“还人
情”性质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交给《新青年》
发表。没想到，居然一炮打响，其时，他已经 37
岁，属于标准的“中年大叔”。

细想，任何人都需要鼓励，初出茅庐的鲁迅
先生也不例外。有了首次的卓越战绩，自此“一
发而不可收”，小说、散文、散文诗、随笔、杂文与
旧体诗一起来，名气越来越大，短短数年间，就
获得了广泛影响力。由于1936年早逝，他一生真
正的文学创作，仅延续了短短的18年。

平心而论，鲁迅先生不属于“会来事儿”的
一类。总有人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早一点，抓住
二十来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及早出名，这才能

打好基础，步步精进。赶到“不惑之年”才崭露头
角，一个人的事业、婚姻已基本定型，该挣的钱、
应享受的快乐，都比年少成名减少了许多。古人
笃信“大器晚成”，显然，鲁迅先生即是如此，不
过，对于成名早晚，他毫不计较。

鲁迅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庭非常重视文
化教育，从小，他就进入了“三味书屋”攻读。旧
时的“私塾”，教儒学经典，也传授唐诗宋词，很
遗憾，“私塾”并不触及英语、物理与地理等“洋
学”，成天都泡在语文当中。

留学日本时，他曾跟随著名学者章太炎先
生攻读“国学”，课余，则尝试翻译域外文学作
品。这种文学熏陶，为鲁迅先生日后的写作，提
供了专业性铺垫。

少年时期，他家道中落，母亲无法担负读书
所需的费用。鲁迅考进了不需要学费的江南水
师学堂。一年后，又转到了矿务铁路学堂，涉足
采矿。1902年毕业后，他获得公费赴日本留学的
机会，先是在东京的弘文学院补习日文，1904年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直到1906年1月，因
课间观看日俄战争片受到刺激，决定弃医从文。
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他对军事、采矿、日语与医
学等，苦苦追求，一丝不苟，大大拓宽了自己的

知识眼界。
从生活储备来看，鲁迅先生也具备长期写

作的底气。小时候，他目睹了祖父因科场作弊入
狱、父亲身患重病等事件。稍大一点，便整天出
入于当铺，以谋取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外，还
曾目睹了家族内部的无情倾轧。

从日本回国后，鲁迅先生做过中学教员、中专
校长、教育部部员、大学教授以及业余杂志编辑等
等，对各个行当都有一定了解，对社会各阶层人物
的人性，也有深刻的洞察。据萧红回忆，鲁迅的生
活习惯是深夜读书、写作，早晨家人起床做事、上
学，他即睡觉，直到中午，才起来跟大家一起吃饭，
借用路遥自况的话是“早晨从中午开始”。

一个人，在文学上成名早，很幸运。不过，成
名早，又需对被“捧杀”抱有足够的警惕。该下的
功夫，一点也不漏，只有这样，已有的名声才可
能延续。不要忘了，现实生活中的“仲永”，总会
令人惋惜、遗憾。

反过来说，成名晚的人，由于艺术准备充
分，又具备明显的忧患意识，他们在某方面的爆
发力与创造性，往往更加深切、更能持久。比如，
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洵，作家鲁迅、张洁等，
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吧。

以色列有个民间故事：一位智者厌
倦了闹市生活，化成一只鸟离开人群，
栖落于丛林之中。可惜，丛林并不安宁。
一天，林子外海面上升起一座城，鸟群
沸腾了，嚷嚷着要去城中观摩一番。

智者说：“那不过是海市蜃楼，一片
光影。”

鸟儿们根本不信，决定派一名代表
亲自打探。智者提醒那只鸟：“你最好
衔一根树枝上路，累了，可以浮在水上
休息。”

探路鸟儿无功而返，最终，不得不承
认，被虚幻蒙蔽了眼睛：“飞了一个月，除
了大海，还是大海，幸亏有这根树枝。”

其实，世间的道理同根同源。明末
小说《警世通言》，讲述了一个异曲同工
的故事：

宋代才子苏轼，颇有一些恃才傲
物。一天，他去宰相府拜访王安石。王安

石刚好有事外出，苏轼便坐在书房里等
候。此时，桌案上摆着一首咏菊诗，墨迹
未干，才写了个开头：西风昨夜过园林，
吹落黄花满地金……

读到这里，苏轼轻蔑地笑了，他想，
菊花乃耐寒持久之物，即便干枯枝头，
也不会随风凋落，一定是王安石老眼昏
花，犯了个低级错误。苏轼竟自挥毫续
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回家后，苏轼早已拂袖而
去。看到苏轼留下的诗句，王安石心想，
这名后生未免过于狂妄了吧。当时，他
并未声张，只借故将其贬置湖北黄州，
任团练副使。当然，苏轼知道自己以下
犯上，才遭此贬谪，轻狂的内心燃起了
难以扼制的愤慨。

翌年重阳，秋风乍起，苏轼看到园
中的菊花纷纷落瓣，陡然明白了王安石
的真实用意。原来，当地菊花的确与众

不同，王安石“吹落黄花满地金”的诗
句，尽在眼前。此后，苏轼努力开拓眼
界，增长见识，再不以一己之见揣度别
人了。

现代科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取一
面镜子，让十只猩猩挨个去照。结果，每
只猩猩都绕到镜子后面，去找另一个伙
伴。实验表明，除了人类，任何动物都没
有“我”的概念。殊不知，自我意识的觉
醒，可以超出感性的认知，到达理性的
高度。这便是人类的智慧了。

其实，知识本没有边界，人们往往
凭借个人的有限经验，刚愎自用，从而
把自己锁闭在狭小而虚妄的空间里。只
有理性思考，才能不断修复并完善自
己。就像镜子那样，可以让人们看到虚
幻，也能够从中认识自我。人生也是如
此，不断丰富自我、增长见识，每一次行
程必定是一路花径。

菊 花 与 镜 子 □许永礼

自从认识蓝天野，我就特别佩服他能说地
道的家乡话。他告诉我虽然他一岁的时候就到
了北京，但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亲属之间都
说饶阳话，饶阳话便成了他的“童子功”。我知
道，饶阳话也成了他和家乡这片土地的脐带。

1999年农历正月十二，衡水市两会期间组
织了一场晚会，我到北京请来了蓝天野。虽然
他是衡水人，但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衡水城区。
我请他表演一个节目，他说：“那种背诵两句台
词就算表演节目，我真的做不来。这样吧，我上
台说几句话，把我画的一幅《雄鹰图》送给家
乡。”那天晚上，他那浓浓的饶阳乡音和那大气
磅礴的《雄鹰图》，成了晚会的亮点。从此，只要
是衡水的文化活动，他有求必应。

我们在一起聊天，海阔天空。聊起他刚刚
参加革命时，到北京西郊给地下党送情报。我
说实在想象不出你送情报是怎样的装束和形
象，他开心地笑起来。他没有一丝一毫知名艺
术家的架子，不论谁同他打招呼，他都报以慈祥
的微笑。

晚年，他喜欢上两件事，一是作画。他年轻
时曾入北平艺专油画系学画，后来却把一辈子
奉献给了话剧艺术，退休后得以再圆年轻时的
梦想，并成为李苦禅先生的弟子。另一件是收
藏观赏石。

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华北局城工部旧
址”，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地
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我从中看到
了蓝天野的名字。今年 1月 12日，我拨通了蓝
老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
艺院长的张和平，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
教。很快，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并约好第二
天通电话。第二天下午三点，手机里传出那个
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他说上半年住了
一次医院。我告诉老人是代表家乡父老，祝贺
他荣获“七一勋章”。老人连声说：“这个分量
太重了。”接下来我问他知道华北局城工部
吗？老人不假思索，大声回答：“当然知道，那
是我们的上级领导！”“那您是通过城工部转送
到解放区的吗？”“对呀！当时城工部在泊头。”
我说：“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事，就是想请教
您，您是如何从北平去泊头的。”老人说当时坐
火车先到天津，住了两天，又坐火车到唐官
屯。因为过了唐官屯就是解放区了，所以火车
只通到唐官屯。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
调：“下一站你就更加熟悉了！”“哪里？”“沧州
哇！”老人笑了起来。“在沧州住了两天，学习了
有关纪律要求，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改名字。
因为当时平津还没有解放，为了安全起见，大
家都改了名字。你在沧州工作时，我几次想去
沧州看看，没有去成，所以也没有机会告诉你，
蓝天野的名字就是在沧州改的。”

接下来老人告诉我，从沧州去泊头就是坐
的马车了。

他记忆准确，思路清晰，谈吐流畅，没有一
次停顿下来思考、追忆。尽管如此，毕竟 95 岁
了，而且刚刚住过医院，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
患的是胰腺癌，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
我说：“今天想请教您的事，就是这些。”老人却继
续说：“从泊头去的正定，那就是步行了。走的那
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只记得走到半路时，
有人向南一指，说那是衡水，向北一指，说那是饶
阳。我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饶阳。心想，那是
我的家乡啊。”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老人却一直
在说，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说培训
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他
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我发现老人非
常愿意和我聊天，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
时光，我一定陪他聊下去。

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
口齿极其清楚，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
耳朵，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却如喃喃自语一
般，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那恐怕……”然后是
一声叹息。

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见
过刀光剑影，经过艰难曲折。他自己要求放弃
手术和化疗，不惧死亡；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
的肯定，人生无憾。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
乡看看，却一声叹息。现在知道，那叹息是对家
乡的留恋。

情 在 蓝 天
寄 碧 野

□郭 华

男人善饮，女人也有“酒中仙”。老家阜平，
盛产枣酒，杯盏之间，蕴含着一种别样酒香与独
特情怀。太行山深处，俗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
说法。特殊的环境，给不择地势的枣树以生命供
养，使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养成了特有
的品质，乃至升华成上等佳酿，那就是大有名气
的“枣木杠”。

常言道，酒香不怕巷子深。阜平枣酒以纯山
泉水、优质大枣酿制而成，集纯、甘于一身，只需
稍稍一品，随即甜绽舌尖，酒香醉人。

初到阜平，客人们都会为当地肥美醇香的大
枣而震撼，更因与众不同的枣酒而陶醉，常常引
出武二郎“三碗不过冈”的豪情，甚至不醉不归。

太行枣酒，究竟源于何时，说法各异。据史
料记载：春秋晋国大夫郄谷，因父亲被害，遭受
株连，只能隐居故里，躬耕为生。他偶然发现，一
个漂满枣子的水坑里，散发出股股醇香，手捧品
尝，味道很美，畅饮一通，竟昏昏欲睡起来。此
后，他又被重新起用，征战古中山国，意外掌控
了枣酒酿造工艺。贡此液于晋成公，成公饮之大
喜，赐名“中山金浆”。当然，这仅是说法之一。

太行深处，阜平有地利之便，俗称“大枣之
乡”。抗战时期，满树红枣居然变成了百姓支援
前线的口粮。一颗大枣，解渴又充饥，激发战士
们的斗志，总能赢得战场上的好消息。聂荣臻给
老乡送枣的故事，更把军民情深融于心底。那些
年，成片、满沟、遍山的枣树，衍生为守候热土的
卫士。如今，一树树、一挂挂的枣花芳香四溢，不
仅是养蜂人追赶幸福生活的捷径，更是当地把
特色名品推向山外的坦途。

王安石恋家，曾专门写过《赋枣》：“种桃昔
所 传 ，种 枣 予 所 欲 。在 实 为 美 果 ，论 材 又 良
木……”美国诗人罗伯特也在太平洋对面感叹
道：“无论何时何地，家永远是向游子敞开大门
的地方。”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恰是阜平枣花
的淳朴情调。红枣成熟，成串缀满枝头，如红色的
玛瑙，在阳光下闪烁光芒，挂起好日子的各种梦
想。很多人常在枣树下，读书看报，笑谈消遣。收获
时节，又弥漫起厚重的枣影与丰硕的情怀了。

红枣成酒之后，的确与众不同，而且气度非
凡。枣酒天生甜而不腻、清香爽口，回味悠远，给

人以余味无穷的味觉享受与心意舒展。即使身
边珍存了众多美酒，也总会毫不犹豫地捧出太
行枣酒。

最令人惊叹的是，酒后满口留香，饮客个个儿
才情勃发、思绪飞扬。倘若有缘，就该品一品阜
平的太行枣酒，杯中深意，只有多情多才的人，
才能感悟到。酷似苏轼享用桂酒，他写道：“收拾
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门生
致，菜把仍叨地主恩……”其实，酒与深壶浅盏，
不过是助兴遣怀的道具，更细腻的还是人心，桂
酒与枣酒，都能招来诗情画意，都能重塑或失情
或得意的自我吧。

枣酒满杯，却不至醉人。可惜，酒不醉人，人
自醉。显然，最要紧的并非李太白那种“烹羊宰
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情，而应像曹
操那样，不但可以“对酒当歌”，还须悟到“人生
几何”的哲理。

老家阜平，可引出无数个话题，殊不知，仅
赞美还远远不够。比如，那几杯枣酒，高兴了，喝
一点，当然有趣；但最珍贵的那一层情感，恰在
枣酒之外呀。

枣 酒 之 外 □耿晓丽

兔儿爷（漫画） 喻 萍/作

武强供电：开展秋季安全教育培训
为切实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全员安

全素养和业务水平，8 月 31 日，国网武
强县供电公司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
生产工作，全力确保检修、施工等各类
现场安全。 （周庆文、刘良超）
博野供电: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为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国网博
野县供电公司开展上门走访企业活
动。该公司总经理先后走访蓝点纺织、
顺和建筑劳务分包公司等企业，详细了
解生产经营等情况。 （湛淑娜、刘静）
沙河供电：护航“荷花经济”助增收

今年以来，国网沙河市供电公司定
期组织党员服务队检查荷塘及周边商
户用电设施，为东沟村发展莲藕产业、
建设“十里荷塘”农旅综合体项目提供
坚强电力保障。 （王谢康、王丹阳）
临西供电：“电保姆”托起育种致富梦

日前，在临西县东马鸣堂村蔬菜育
种基地，国网临西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对蔬菜育种用电设施进行了检查、调
试，确保在降温天气来临之前，满足基
地育种供暖需要。 （代莹莹）

宁晋供电：党员服务队服务企业用电
日前，国家电网河北电力庆祥·宁

晋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宁晋县百花烛
业有限公司走访服务，积极帮助企业消
除用电故障，对用电线路、设备进行全
方位隐患排查。 （于德超、庞利鹏）

永年供电：“电e金服”助企纾困
“感谢你们多次上门讲解‘电 e 金

服’业务，及时帮助我们解决电费难
题……”8月31日，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致电国网永年
区供电公司以示感谢。 （赵磊、苏丽）

无极供电：精心护航开学季
近日，国网无极县供电公司党员服

务队来到无极县东侯坊小学开展安全
用电检查。该公司全力营造出良好的
校园用电环境，以优质的服务为“开学
季”保驾护航。 （程晓坤）
青县供电:强化线路巡视保障供电质量

9 月 6 日，国网青县供电公司持续
开展 10千伏线路巡视工作。该公司线
路运维人员逐一对辖区 10千伏线路巡

视排查，更新采集线路基础数据，全力
保障秋检工作安全优质开展。 （刘强）
武强供电：上门服务保障企业供电

日前，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发展建
设部负责人带领专业人员，上门走访调
研武强县博路天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确保企业早接电、用好电。 （苏原）
景县供电：“体检”开学季 用电更安心

8月30日，国网景县供电公司积极
组织工作人员及党员服务队主动深入
中小学校进行学前电力设施“体检”，消
除用电隐患，切实解决实际难题。该公
司检查人员认真走访，每到一所学校，
分别对学校教学楼的用电设施和校园
内的配电房、配电线路进行检修和维
护。使用测温仪、掐流表等设备为学校
进行安全用电检查，关注设备温度、电
压、电流异常情况。对教学楼、食堂等
重点场所内的用电设备、开关、插座等
进行排查，发现松动、失灵或老化引起
接触不良等隐患及时向校方反馈，协同
处理，立行整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当天，该公司及时消除校园用电安全隐
患 8 处，更换开关 6 个，张贴宣传画 10
张，确保广大师生安心用电。 （冯钊）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