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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精神
灿烂的人

□张燕峰

赵 佗 走 影 □宿建秀

省会一处公园，以赵佗为主题，里
面修建了一座亭子，仅看那亭顶，酷似
秦 汉 时 期 的 尉 帽 。赵 佗 曾 为 秦 朝 的

“尉”，史书称为“尉佗”。“彩云万里不锁
乡关梦，苍海千顷难隔骨肉情”，难怪亭
柱上的对联，如此怀旧。

赵佗本是秦恒山郡东垣人，《史记》
称为“真定人”。公元前219年，年仅21岁
的赵佗作为副帅，随秦朝统一岭南的大
军，进军南越。南越，为百越的一部分，地
处南楚之南。公元前214年，秦统
一岭南，赵佗成为龙川县令。到达
南越后，直到公元前137年去世，
赵佗寿过百岁。其间八十年，再没
有回到过中原。“惟有太行秋雁字，一年
一度一飞来。”尽管如此，赵佗从未忘记
自己是中原人，更没忘记家乡真定。

公元前 196年，汉高祖刘邦派陆贾
出使南越。此时的赵佗，已在南越建国
称王。赵佗以“魋结”形象出场，以“箕
踞”姿态对待汉使。虽然态度傲慢，但陆
贾还是看到了他身上中原礼法文化的
深深印记。陆贾晓以利害，指出其弃冠
带、背天性、违背祖宗的行为不可取。赵
佗最终放弃了一己之利，为南越选择了

回归一统，为百姓选择了和平安宁。
唐人许浑曾大赞赵佗在南越的功

绩：“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万古
风。”岭南人未必知道禹舜的圣贤，但他
们却感念尉佗，承其万世恩泽。赵佗归
汉，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其中原心使然、
骨肉情使然。

当时对于大汉王朝来说，北有胡，
南有越。赵佗回应了汉高祖刘邦的怀柔
政策，顺应了天下所向，坚定地站到了

中原汉王朝的政治阵营。这当然
是大汉之喜、百姓之福了。

赵佗归汉是坚定的，更因为
他经受住了汉越交恶的考验。刘邦

死后，吕后在位八年，对南越国当头举
刀。赵佗怒而称帝，与吕后抗衡。即便如
此，赵佗却从没有转身投向匈奴，也从未
与匈奴联合夹击大汉。据相关史料记载，
赵佗曾自负地对汉使陆贾说：“吾不起中
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
意思是说：我没有从中原起兵，因此在这
里称王。假如我身处中原，怎么就比不上
汉王。言语之中，对刘邦统一中原、登上
皇位颇有不服。但是无论怎样，赵佗对汉
王朝有着鲜明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归属

感，他始终是一个中原人，始终有一个归
乡梦。

赵佗从未忘记家乡亲人。当吕后要
打击赵佗时，就挖毁其在真定的先人墓。
当汉文帝想要安抚赵佗时，就修缮其先
人墓，并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如
今石家庄的赵陵铺，便是这样形成的。

赵佗归汉，一定有其政治原因，但他
心念家乡，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亭北侧，是赵佗的先人冢。据说，赵
佗先人冢原有三十余座，“烟树苍茫锁
赵陵”曾是鹿泉八景之一。今尚存两座
有封土，由南至北，形成起伏的马鞍状。
先人冢环植松柏，四季常青，春日芬芳。
冢旁有一通清代墓碑，碑文载，先人墓
在赵陵铺东南二里许。历代文人墨客，
凭吊拜祭，留下大量诗篇。

在先人冢东北方向，有诗文碑刻，
收录了部分与赵佗有关的诗文。比如，

“台今废兴几，终古名不移”“一驰汉使
奉正朔，永为藩服无嫌猜”等等。历史风
云变幻，人们的内心却永远明亮。两千
多年后，家乡人以“赵佗”名其园，以“统
一”唤其亭，向历史长河那头的传奇人
物，遥遥致敬。

心 怀 暖 阳
□于文龙

19 世纪，住在巴黎
乡下的法国著名作家福
楼拜，养成了一种雷打
不动的生活习惯，即怀

着虔诚的心，每天按时看日出。经年累月
与最壮观的自然景象亲密接触，福楼拜学
会了敬畏自然，懂得了敬畏生命的伟大神
秘。相隔一个多世纪，世界各地的读者，仍
能从他的著作里咀嚼出纯净明快的味道。

一个精神灿烂的人，首先是精神强健
的人。鲁迅先生曾说：“伟大的心胸，应该表
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
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精神强健，就是宠辱不惊，不受名缰利
锁的束缚，也不受恩怨是非的奴役，心灵轻
盈澄澈。身处逆境，不悲观不绝望，像一粒深
埋于泥土中的种子，在无边的黑暗中，暗暗
汲取营养，当春风吹拂大地，则以不可遏制
的力量蓬勃而出。顺境中，不得意不张扬，而
是以平常心态，心无旁骛，努力生长，就像森
林中的参天大树，在明媚的晨光下，在凉爽
的晚风里，尽情舒展枝叶，沐浴阳光雨露，从
不争名夺利、标榜自我，只为变得更加强大。

沈从文先生曾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
遇，在不为人知的岁月里，他默默从事文物
研究工作，后来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与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较有影响力的专
著，在文物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一
个精神强健的人，总是“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他看淡得失成败，坚守自我，执着坚定
地朝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一个精神灿烂的人，也是心怀悲悯的
人。正如哲人所说：“悲悯就像一条善良的
河流，澄清着沿路的风尘。它不一定给人
带来幸福，也不一定济世，但一定有光，一
定伴着感动。”心怀悲悯，就是内心柔软慈
悲，不冷漠不自私，不存恶念，不藏歹意。

漂母是秦汉时期淮阴地区的一位普通
劳动妇女，以帮人洗衣为生，当看到食不果
腹的韩信面黄肌瘦，心生悲悯，甘愿分给他
一口饭吃，才让韩信活了下来，才有了大汉
史册上叱咤风云的关键一页。一个底层劳
动妇女的施食之举，体现的是对弱者的同
情和对生命的无私大爱。当别人处于困境
的时候，一个精神灿烂的人不会漠不关心、
袖手旁观，更不会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而
是竭尽所能施以援手，助他一臂之力，帮他
尽快走出低谷。即使无力提供帮助，最起
码也会以一颗善良的心，去同情他们的遭
遇、理解他们的苦楚、尊重他们的无奈、保
护他们的尊严，而不是高高在上地轻视他
们，冷酷无情地倾轧他们，恣睢肆意地践踏
他们的尊严、加剧他们的苦难。

一个精神灿烂的人，还应具备勇敢正
直、诚实无畏的思想。孟子说：“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任何时代任
何人都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会为了
一己私利而玩弄伎俩，干出损人利己的勾
当；不会为了一己恩怨，而捏造事实诬陷别
人；更不会屈从某种力量而出卖灵魂，阿谀
奉承，做出丧尽天良的坏事。每颗心灵理
应感恩，敬畏天地，尊崇真理。为了公平和
正义，铁肩担道义，甘洒一腔热血，“虽千万
人，吾往矣”，即使牺牲自己也无所畏惧。

显然，革命者陈然就是一个精神灿烂
的人，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慨然高歌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凛然就义，虽
死犹荣。

一个精神灿烂的人，每天都活得通透
豁达，迸射出明亮温暖的光辉，就像一轮光
芒四射的小太阳，走到哪里就把温暖和爱
带到哪里。所到之处，给软弱者以信心，给
无助者以力量，给悲观者以勇气，给绝望者
以希望，给孤独者以友爱。

做一个精神灿烂的人，因自己的存在，
让世界变得更明媚、温暖，让人们生活得更
美好、幸福。做一个精神灿烂的人，是茫茫
红尘间的自我修行，也是生而为人的责任
和使命。

远眺昆仑，想不到，在峰峦之间，
居然还修筑着狭窄的公路。路如缎
带，姿态缥缈，从西边天际垂挂下来，
柔软地跃动着，油光闪闪。我们自下
盘旋而上，想去看帕米尔高原的一个
山口。据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就
是在那里实地拍摄的。

一路上，恍若在仙境中漫游。干
燥的中午，突然看到前方出现一汪清
水，仿佛是刚下过大雨，柏油路面还

泡在水里。待你走近，水面又移到更
远的前方。或者，在公路的一侧出现
一片碧海，无边无涯，清波荡漾，海面
上有清晰可辨的亭台楼阁，或雄伟壮
观，或流光溢彩……那多姿多彩的景
象，确实令人神往。

谁能知道，美妙的幻象依然蕴藏
着独特的哲理与诗意。因为人们并不
在饥渴中，所以只看见了景色的美
丽，不觉得它是一种欺骗。只有人有
所求的时候，欺骗才会发生。人们内
心最渴望的东西，构成对自己的最大
诱惑。各种各样的渴望，随即成为弱
点。殊不知，步入仙境，是要无欲无
求的。

这种真切的感觉，令人舒适，就
仿佛一步步离世俗越来越远，灵魂在
一点点净化。能有这样一番体验，真

是不虚此行。甚至生出更大的奢望，
若每年都能来一趟帕米尔高原，清洁
身心，净化灵魂，该是多大的福分、多
大的快乐啊。

一路上，并未看到一个行人，却看
到路边有放置得很整齐的东西，一个
包袱、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甚或
是一件叠放着的羊皮袄，都用石块压
着……向导告诉大家，山上的牧人下
山放牧，越走天气越热，便把用不着的
东西放在路边。或十天半月，或一两个
月，等到他们的干粮吃完了，回山的时
候，再一件件拿走。其他过路的人，不
会顺手牵羊吗？不会的，这是千百年来
留下的风俗——果然神仙境界。也只
有这样的风俗，才和如梦如幻的帕米
尔相称。新疆是个好地方，不知道还有
多少这样的独特风俗。

越走山越高，气温也越低，阳光
从雪峰上折射下来，感受到的不是温
暖，而是袭人的寒气。在一个绝妙的
转弯处，向导停下来，向人们讲解：

“这儿的角度最好，可遥望昆仑山。”
谁敢奢望，近在咫尺，面对昆仑

呢？如此际遇，果真登上灵境仙台了。
但见横空千里，清光炫目。阳峰雪崔
嵬，阴崖冰堆玉，烟霞深护万千重，天
上风云起卧龙。如此境界，果然称得
起神仙世界。

难怪这里会成为中国神话的发
祥地。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就将中国
神话分为两大系统：一是昆仑神话，
二是蓬莱仙话。而昆仑神话又保存最
完整、结构最宏伟，是中国远古神话
的精华。《禹本纪》载：“昆仑其高二千
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

其上有醴泉、瑶池。”于是，昆仑山在
中国神话中就成了“百神之所在”，而
瑶池的西王母，则是中国神话中最有
影响的女神了。

“凌空恍得青云路，回头悠悠觉
自然。”我们完成了一次神仙游，下
山时，已然皓月悬空，耳边似又响起
清人施补华的《疏勒中秋》，其中极
富深情地写道：“眼中一明月，正映
昆仑墟。心中一明月，乍出东海隅。
两月本一月，心眼抑何殊……明月
在胡天，下照万穹庐。几见我辈人，
长吟冰雪都。嫦娥应一笑，佳节今不
孤……”

看来，这昆仑气脉与众不同，它
不但包容了岿巍绚烂的名山奇峰，同
样，也蕴含着古今中国的宽广视野与
博大胸襟。

人生在世，能大气做人，体现了一个
人的思想境界。大气是一种自然从容的人
生姿态，更是一种浩然正气的人格修养。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必是大气之人。

东汉时期，郭林宗汗牛充栋，熟读
各家典籍，乃是远近闻名的大儒。有一
位名叫魏昭的人，认为郭林宗是一位难
得的好老师。他对人说：教经书的老师，
是很容易请到的，但是能教人成为老师
的，就不容易找到了。

后来，魏昭拜远在南阳的郭林宗为
师，并派人侍奉老师。可惜，郭林宗体弱
多病，不得不经常吃药。有一次，他要魏
昭熬药给他吃。当魏昭送上熬好的药
时，郭林宗斥责说药太烫。再熬一次送
上，郭林宗又说药太苦。如此反复，直到
第四次，当魏昭端着重新熬的药进来
时，郭林宗反倒笑了，说：“我以前只看
到你的外表，今天，终于看到你的真心
了。”于是，郭林宗将毕生所学全部教给
了魏昭。魏昭终成大器，成为中国历史
上著名的儒家学者。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杰出的政治家

与文学家。有一次，刘彻带着随从微服
出访，来到柏谷，当晚住进一家客店。店
主见他们年纪轻轻，行动诡秘，以为是
一伙盗贼。刘彻口渴了，想讨点水喝。店
主脑袋一扬，没好气地说：“我这里没有
水。”随后偷偷跑出去，打算召集附近的
百姓共同对付这伙可疑的旅客。

店主的妻子看出了丈夫的心思，连
忙跟了出来，劝道：“我看他们不像盗
贼，那领头的倒像个贵公子。你千万不
能轻举妄动，错伤好人。”

店主犹豫了。妻子乘机把他拉回屋
里，又劝他喝起酒来。不大工夫，店主就被
灌了个烂醉。于是，妻子又是杀鸡，又是宰
羊，摆下酒席盛情款待了刘彻一行人。

回宫后，刘彻召见店主夫妻俩，先
赐给店主妻子一千两金子，接着，又把
目光投向店主。顿时，大殿里的气氛紧
张起来，人们以为店主一定会受到惩
罚。谁知，刘彻不但没有降罪，反而称赞
他嫉恶如仇，当场封他为“羽林郎”。

公元前279年，蔺相如因完璧归赵，
立了大功，被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

廉颇自恃功高，很不服气，扬言要羞辱
他。蔺相如听到廉颇的话，常常称病不
上朝，不跟廉颇争位。有时，蔺相如坐车
外出，碰见廉颇就赶紧避开。身边的门
客以为他胆小怕事。蔺相如从容地解释
道：“秦王那么厉害，我都不怕，难道还
怕廉颇吗？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入侵赵
国，只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今二虎
相争，必有一伤，势必削弱抵御外敌的
力量。之所以躲避廉将军，是为了顾全
国家大局呀。”

这番至诚之言，很快传到了廉颇耳
中。廉颇感到很惭愧，脱去上衣，背负荆
条，专程向蔺相如请罪，还当面表示：

“我粗野卑贱，气量浅狭，开罪于相国，
相国如此宽容，我死不足以赎罪。”于
是，将相重归于好，成了生死之交。

毋庸置疑，思想与行为的大气，属
于人生的大智慧。处处严于律己、宽以
待人，才可能开辟出广阔的空间，成就
一番宏大事业。不恋功名利禄，不求世
人褒扬，不计个人得失，大气处世，才是
成长的内在动力吧。

清风徐徐催草绿，明月悠悠思亲
浓。母亲百日祭前夕，我赶回家乡。山野
春色依旧，然而，却再也寻不到慈祥的
母亲了。

母亲走了，我的根也断了。离开故乡
的游子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飘向
何方……我们母子俩生命结缘跨越一个
甲子。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慈祥的长者
形象，至善至柔。小学入学后，回家第一
件事就是喊：“妈，我回来了……”夕阳西
下，炊烟袅袅，母亲弯腰在灶台前拉风箱
烧火做饭的情景记忆犹新。

母亲的牵挂是故乡的魂。小学毕业
后，我考入迁安一中。每次回家，母亲都
将浓浓的母爱融入我喜欢吃的包子、饺
子、油条中。那个年代，清贫家庭能吃上
一顿细粮非常不易，母亲宁可一个月不
吃细粮，也要等我回家吃。亲戚送给她
的水果、蛋糕，为了让我吃一口她经常
留坏了。考入大学离开故乡，父子书信
往来频繁，浓浓的母爱渗透在父亲的字
里行间。为了供我读书，一年四季，年迈
的母亲不辞辛苦喂猪、养鸡。每次离开
老屋，母亲拿出一卷又一卷用布包裹着
的零钱塞给我，那是她攒了不知多少年

的积蓄。
工作后，每次走在回乡的小路上，

远远就望见母亲矮小的身影在村西口
徘徊。寒冬，为了等小儿归来，母亲竟在
风中站了一个下午。离开故乡时，我留
下车费后，掏干身上所有的钱塞给母
亲，但她却一分也舍不得花，宁可喝粥
就咸菜，也舍不得买一块豆腐吃。每次
离开老宅，八十多岁的母亲总要跟在后
边相送，怎么劝她也不回去，有时甚至
一直跟到邻村汽车站站牌下。每当客车
启动时，看到母亲蹒跚的身影，不禁热
泪直流……

2017年清明，母亲最后送我离开故
乡。那年夏天，我患失眠久治不愈，母亲
知道后心急如焚，突发脑梗。自此，母亲
不会再牵挂小儿了，每次回乡只会坐在
炕上看着小儿痴痴地笑，留给小儿的却
是心灵深处的痛……尽管父亲走了，母
亲痴了，自己饱尝人生痛苦，但回乡的
脚步从不停歇，因为母亲在，家就在；母
亲在，根就在；母亲在，故乡魂就在。

母亲天赐高寿，一辈子却充满悲
情。童年、少年饱经战乱，失去亲人的打
击接踵而至，我不知母亲是如何走出哀

痛的。生命的最后五年，母亲饱受脑梗
与阿尔茨海默病折磨，失去了有尊严有
质量的生活。母亲患病前对小儿寄托很
大希望，相信小儿能给自己带来幸福。
惭愧的是，小儿倾尽心力却无法保障她
晚年的幸福生活。

母亲百日祭这天，天气晴朗。扫完
墓，我一个人回到老宅，无意间发现了
一只黄蝴蝶。院子里没有鲜花，连一片
绿叶也没有，黄蝴蝶一会儿落在石头
上，一会儿停在地上，一会儿翩翩起舞，
就是不肯飞出院子。那蝴蝶个头儿不算
大，颜色素朴，莫非是母亲知道我回老
屋来陪我吗？我在庭院足足站了一个小
时，凝视着黄蝴蝶，默默说着心里话。三
天后，我再次回到老屋，在北院又看到
一只黄蝴蝶，与那天的非常相似。我站
在院子中间，黄蝴蝶上下飞舞，很长时
间也不肯停下来……我颇感奇怪，相信
这是母亲给我传递的讯息：放下遗憾，
过好余生。

请父母放心，我会呵护好自己的身
体，守住阳光，纵使未如柳树漫天飞絮，
也要做一根秀拔凌霄的楠竹，实现自己
的生命价值。

慈 母 情 浓 □董连辉

北宋文学家苏轼，学识渊博，
天资极高。他的一生虽然仕途
坎坷，但为官一方时，总是怀着
菩萨心肠，不但爱民如子，还积
极治理水患，深受百姓爱戴。

作家余秋雨曾说，苏东坡是
中国文化史上最可爱的人格典
型。苏东坡的先祖苏味道是栾
城人。这位初唐名家在武则天
执政时期曾官至宰相，后贬谪为
眉州刺史。此后，才举家远迁，
立足巴蜀。

苏轼 21 岁时就考中进士，而
立之年，已是声名远扬。据说，
北宋曹太后酷爱他的诗词与文
章。其实，无论诗词书法，还是
名酒美食，都是苏轼擅长的。如
此极具天赋的青年才俊，仕途却
不顺利。从杭州、扬州，到定州、
儋州，虽说宦海浮沉，却没有淹
没他的才华。他一生创作了两
千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四千多
篇 散 文 和 一 大 批 书 画 作
品，足以称冠两宋了。

任杭州通判时，苏轼组
织百姓修复六井，用瓦管、
石槽代替竹管引流，使得“西湖
甘水，殆遍一城，军民相庆”。苏
轼画扇判案，更是体现了他的亲
民情怀。故事说的是苏轼随太
守 到 望 湖 楼 ，碰 见 一 对 母 女 喊
冤，后面还追来一群人。太守让
苏轼问案。原来，这对母女欠两
万钱绫绢，过期未还，债主追逼
至 此 。 母 女 俩 说 ，家 里 经 营 团
扇，赊两万钱绫绢做扇子，怎奈
雨多天凉，团扇卖不出去，实在
无力偿还。债主则说，欠账的人
太多，自己的生意马上就要关张
了。苏轼从母女俩卖不出去的
团扇中取出二十把，挥毫题字。
那些团扇摇身一变，成为署名的
艺 术 品 ，围 观 的 人 纷 纷 高 价 购
买。母女二人不仅还清了债务,
还略有盈余。

任徐州太守时，黄河洪水泛
滥，苏轼与百姓一起筑堤抢险，

“以身帅之，与城存亡”，最终保
住了徐州城。大水过后，苏轼在
大 堤 上 栽 种 柳 树 ，成 为 著 名 的

“苏堤”。徐州百姓杀猪宰羊，感
谢这位好太守。苏轼指点家人
做 成 红 烧 肉 ，又 回 赠 给 抗 洪 百
姓。大家食后觉得此肉肥而不
腻、酥香味美，赞之为“回赠肉”。

任定州知州时，苏轼以“忘身
忧国之心”全力推行丰财、择吏、

强兵、富民的政策。此外，他还
组织百姓利用唐河及黑龙潭水
源种植水稻，使当地出现了“牛
健民声喜”的繁荣场景。

身处逆境，苏轼从容坦荡，豁
达乐观，把磨难化作历练，活出
了洒脱的自我。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从朝
廷官员沦为阶下囚。漫天飞雪
时 ，又 被 贬 谪 到 黄 州 。 为 了 一
家人的生计，他谋得一块坡地，
脱 下 长 袍 方 巾 ，穿 上 农 人 的 芒
鞋短褂，凿水井，挖池塘，在池塘
里种荷，在塘边栽茶树、橘树，种
稻谷。苏轼躬耕于东坡之上，闲
游于清溪畔口，就像是“釆菊东
篱下”的陶渊明，享受着清新的
空气，哪怕吃着粗茶淡饭，依旧
有滋有味，正所谓“人间有味是
清欢”。

遭贬惠州之后，为了生计，
苏轼借半亩地种菜、种药，让菜

园子充满灵动的色彩，在
艰苦的环境中，咀嚼出甘
甜的滋味。他偏爱岭南的
荔枝，诗中写道：“日啖荔

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谁
能想到，被贬到岭南，还能活得
如此潇洒。

后来，苏轼又被贬到海南儋
州。他把这片土地当成了第二故
乡，还称“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
可陪卑田院乞儿”。初到儋州，苏
轼和儿子苏过住在破漏的官房。
后来在乡民们的帮助下，父子俩
搭 建 起 几 间 茅 屋 ，起 名“ 桄 榔
庵”。这对父子躬耕自给，儿子做
出了玉糁羮，父亲则制作东坡羮，
酿造天门冬酒。对于儋州生蚝，
苏轼也吃出了新意：“肉与浆入
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

苏轼在儋州劝农助耕，以农
桑为本。当地“百井皆咸”，他寻
找甘甜的泉眼，“指凿双泉”，并
带头打井，留下“东坡井”。当地
人 为 感 谢 苏 轼 ，奉 上 鹿 肉 和 烤
鹅。黎族百姓还送给他木棉制
成的“吉贝布衣”御寒。苏轼以
诗致谢：“遗我吉贝衣，海风令夕
寒。”他还创办学堂，讲学明道，
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个举人姜唐
佐、第一位进士符确。

苏东坡心怀暖阳，留下许多
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他把一
路风尘，化成了美丽风景，让人
们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
浓浓诗意。

大 气 处 世 □李云贵

为推动 2023 年税费优惠政策落
地落实，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武安市税务局与武安市财政局联合
开展税收宣传活动。两部门立足财
税职能，聚焦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建
设一流营商环境，开展针对性的宣传
辅导，为纳税人缴费人带去盎然的税
惠春意。

在宣传台前，“税惠宣传志愿服务
队”耐心地向过往群众宣传税费支持
政策，解答涉税难题，“手把手”辅导纳
税人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河北税务
APP，并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宣传品和
讲解案例的方式，向群众宣传最新税
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商超、社区，志
愿服务队根据纳税人涉税需求，开展
精细化、滴灌式税收宣传辅导，将最新
政策送到纳税人缴费人手中。活动期

间共发放宣传手册 350 余份、宣传品
100余份。

“原本以为税收优惠与我无关，通
过学习我才发现税收政策这么接地
气，与我们每个人生活都息息相关，就
比如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政策，就能让我们直接受益。”领
取到宣传资料的武安市民表示。“税务
干部耐心细致的讲解，把税惠政策送
到了门口，帮助我们解答涉税疑惑，这
样的宣传方式太给力了！”武安市阳光
超市门店张经理为这次联合税收宣传
频频点赞。

据了解，近年来，武安市税务局根
据上级要求，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办税
服务举措，着力推进《关于进一步深化
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落实和税费支
持政策落地落细，助力企业纾困发

展。此次与财政局跨部门合作，是税
收宣传活动的一项创新举措，为落实
税收优惠政策拓展了新思路，有利于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两部门还就依
法治税、精细服务、税收分析等方面问
题，结合征集到纳税人缴费人的意见
建议，共商助力武安企业发展新举措，
进一步营造公平、高效、和谐的税收营
商环境，共同促进武安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武安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郭利军表示，武安税务部门将以此次
税收宣传月为契机，拓展工作思路，加
强跨部门合作，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税收宣传活动，让更多的人
了解税收知识，支持税收工作，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贡献更多税务
力量。 （苏帆、白利红）

武安市税务局联合财政局开展税收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