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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放下疲

惫的心灵，在倾听时光的丝丝细语

时阅看报告文学集《风景独话》，宛

如通透且清冽的山泉，洗刷心灵的

疲惫与惘然。

秋天读书，有满天黄花陪同，使

人顿生无尽遐想。报告文学集《风

景独话》是我市作家赵敏新近出版

的一本书，从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一

种从容的天性，作品息心静气、不火

不躁，传递出一股天然去雕琢的清

新气息，清静高洁、大雅脱俗。作品

在写实的基础上弥漫着个人的理想

追求，既有传统元素又有时代感，魅

力无穷。作品朴素而寻常的慰藉与

滋养成为作者表现内心细微情感的

载体，阐述了微观自然与宏观世界

的关系，体现了作者对传统的继承

和对现实自然的领悟。

赵敏是我市上世纪 80 年代就

在文学界“小荷才露尖尖角”，并发

展成为有一定成就和影响力的作

家。上世纪 90 年代初，她在《平顶

山日报》上曾经发表过 3 个版的中

篇报告文学《烟叶王国黄金梦》。那

时的《平顶山日报》是八开版，精致

小巧的页面，连续三个盈满的版块

上，印满了金色的烟叶梦。赵敏就

是在这个中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后，

通过自身的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向了

神圣的文学殿堂。

《风景独话》这部报告文学集近30

万字，从中可以看出她在文学之路上走

过的漫漫长途，集子收入了她近期的两

个中、长篇和早年的20个短篇。

虽然在创作道路上，她写了大

量的散文、随笔及文学评论，但她的

看家之作仍然是报告文学。在《风

景独话》集里，第一篇收入的是《天

地有正气》，这篇报告文学正能量很

足，写出了中华英男耿谆老人的真

实形象。在写人写事的过程中，她

始终注意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社会

性的密切结合，始终注意叙事事件

的真实与客观，功夫不负有心人，作

品当年发表在《奔流》文学刊物上，

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好评，并且获得

了文学创作的奖项。

对于赵敏报告文学作品的理

解，可称之为：“深切的报告文学的

写作内涵，与人性叙事抒情的有机

结合，彰显了报告文学实质的深厚

机理……”

阅看她的报告文学作品与散

文、随笔、文学评论、小说等一样，深

深扎根在她心灵的沃土中，随着岁

月的递进、生长、进步，使人性的创

作之花，在她文学的道路上竞相开

放。这或许就是她几十年来创作思

维的正气。

在《风景独话》这本报告文学集

里，有众多的人物，众多的叙事、议论

和抒情的章节，而每一个人物，每一个

事件，每一次抒情都经过了她细心的

打磨，无数次的采访润笔之后，使文章

充分显示出饱满的精神生命和绚烂美

丽的文学底色，这些文字在新时代的

时光岁月里，如阳光穿透了林梢，照射

着大地中的花鸟草卉；让雨露湿润了

空气，滋润着树木和花草；让甘泉轻抚

着青石，流淌孕育着一切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往创作的

日子里，她还精心创作过几十部电

视艺术专题片解说词，而这些发行

全国、全省的专题艺术片也曾经获

得过国家的很高奖项。

30 多年来，她笔耕不辍，曾经

出版了十几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

集，发表了 300多万字的作品，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 20余年，是河南省散

文学会的副会长。正如她在作品里

所写：“如果把我的人生喻为一条悠

悠的长河，那么，文学就如水中的晶

莹珍珠，它使河流更加妩媚多姿。

如果把我的人生喻为一座高山，那

么，文学就是山中韫藏的宝玉，它使

山石熠熠生辉。”

是的，我相信，文学可以提升人

生，在这条路上，有数不尽的“风景”。

这样的“风景”不是人人都能看得到

的。这是心中的“风景”，是人性光芒

的“风景”，是生命望角的“风景”。

碧水含珠川妩媚，青山韫玉石

光辉。在秋日读书，是一种沉静美

的优雅，书籍带着红叶馨香沉淀世

间浮华，也使生活鲜活而又使思想

睿智，让情感丰富而深邃的话语和

岁月一样迷人。

碧水含珠川妩媚
◇ 晓蕙

一
和熊背相识，源于两年前熊背乡

武书记邀约的一次桃花笔会，她说那

是个诗意的地方。于是，我和这片土

地结了缘。

熊背乡位于鲁山县西南，宛洛古

道穿乡而过，与南召县、方城县搭界，

境内有楚长城遗址，鲁阳公曾驻守鲁

山与南召分水岭隘口，被称为鲁阳关，

是鲁山的南大门，也是最重要的楚关

通道。从历史风烟中走出的村庄，揣

着一个个神秘的传说，撒向熊背的山

山水水。

推开熊背的大门，宿王店、大麦

王、晒衣山、月明石、横梁河、雁鸣庄、

孤山、李沟等 20个行政村迎着你，走进

村庄的地方志，浩繁跌宕的星月时空

躺在熊背的书页上，等待人们去翻阅

欣赏。

二

李沟是熊背最年轻的村，却有着

最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棵具有五百多

年树龄的皂角树根深叶茂，庇荫了李

沟的前世今生。树是村庄的魂，稠密

的树叶是村庄的日子，盘根错节的树

根是祖辈扎进泥土的血脉。

大树右侧，是一个标准的北方四

合院，随行的武书记告诉我，那是鲁山

县 第 五 区 大 同 中 学 的 旧 址 ，创 建 于

1948年，创始人是五四时期著名诗人、

作家、教育家徐玉诺。李沟人自豪地

说，也是我们和徐玉诺先生有缘。恰当

其时的相遇，山不转水转的默契。一个

骄阳似火的中午，走累的徐玉诺先生坐

在皂角树下歇息，北边的山岭如猛虎一

般威武雄踞，瀼河水温柔平和缓缓北

流，村庄和田野被山水环抱，犹如一个

玲珑的盆景，山河照应，风光旖旎。

这真是一个办学的好地方。一所

让李沟辉煌腾飞的大同中学应运而

生。随着学校名声的远播，生源除了

熊背、瀼河、鸡冢、赵村等附近几个乡

以外，还有鲁山周边的方城、南召等地

的优秀学子云集于此。此外，徐玉诺

先生还亲自推荐洛阳、南阳、漯河等地

的名人子弟来此读书。浓郁的文化氛

围熏香了李沟的土地，有了学校就有

了科学。受新文化思想熏陶，李沟村

从旧时代脱颖而出，山水流芳，名人荟

萃。

源远流长的文脉贯通了李沟村的

书卷气。这个仅有 700 多口人的山乡

小村，十几年来共培养大学生 100 多

人，其中不乏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

生。单是一个百余人的北沟村民组就

出了 20 名大学生，成了乡里和县里有

名的“大学生示范村”，被誉为“人才的

摇篮”。

这是李沟村的骄傲，也是文化的

魅力。

三

“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

在熊背的所有地名中，雁鸣庄是属于

诗人的。

雁鸣庄，雁鸣庄，轻轻念着她的时

候，唇齿间有点清愁，有点婉约，烟尘

隔绝，长空云影。什么样的地方，才能

配这样诗意的名字啊！

“惟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

花。”那时的雁鸣庄一定是一个水草丰

美的地方。两千多年前也许更远以

前 ，宛 洛 古 道 上 的 鲁 阳 关 一 手 牵 两

山。飞过山高风急的雁门，就要作别

故乡，进入长江流域，留恋家乡的大

雁，在雁鸣沟歇息调整，然后很有仪式

感地穿过雁门向南飞去。

那个碰巧走在宛洛古道的书生，

或许是游学，或许是赶考，与雁群一起

宿在这个开满芦花的地方。也许是太

疲乏，也许是柔软温暖的芦草睡着太舒

服，书生竟然沉睡到日上三竿。醒来时

身边守着一只大雁，这是一只富有灵性

而宅心仁厚的大雁，她唯恐蛇虫伤害书

生，就一直守护着他。这时的雁阵早已

飞过楚天，书生和大雁只好留在此地结

庐而居，等待来年雁群回归。

书生成了这里的先人，大雁便年

年到此停栖，然后幽幽长鸣，与故人作

别，调整雁阵，壮行南飞。

万物有灵，雁鸣庄成就了大雁与

人的传奇，作为地名，它似乎告诉了我

们自然、生态、人类，冥冥之中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八月十五雁门开，仰望空中雁阵，

对对成行，情满云霄。它们或为“一”

字，或为“人”形，从头到尾依长幼之序

排列的“雁序”，遵从了老雁引领的权

威，壮雁护航的恭谦。“孟春之月鸿雁

北，孟秋之月鸿雁来”，南来北往的长

途迁徙中，它们有严密的组织和协作

精神，集体智慧和团队力量是大雁种

群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

打开雁鸣庄水墨一样的封面，山

水长廊的主页更为繁复炫丽，鸵鸟养

殖、花木园艺，软枣、猕猴桃种植铺展

了美丽的乡村画卷。

熊背，我来过。待转头，那位站立

在村口的年轻书记，巾帼不让须眉，她

就是领队的“头雁”，带领这里的村民

飞向幸福安康。

熊 背 印 象
◇ 杨娥

272.兽面人心

大将军施琅（福建晋江人）的儿子

施世纶是清朝有名的清官，有人将之

喻为宋朝的包公、明朝的海瑞。传奇

小说《施公案》的主角就是施世纶。施

世纶先后任泰州、扬州、苏州、江宁知

府，遗憾的是施世纶长相奇丑。为官

之初，有人为此嘲笑他，他正色曰：“人

面兽心，可恶耳。像我这样，则兽面人

心，何害焉！”康熙五十九年（公元 1720

年），身为全国漕运总督的施世纶奉命

赴陕西赈灾并为西北战事筹措军饷，

发现川陕总督鄂海（满洲镶白旗人）弄

虚作假，准备向朝廷举报。鄂海威胁

施世纶说：“你儿子在会宁（甘肃省白

银市）任职，不怕我给他小鞋穿？”施世

纶笑曰：“吾自入官，自身且不顾，还顾

虑儿子？”鄂海遂被罢官。

273.臣不敢游

乾隆时代，浙江台州人齐召南出

任侍读学士，后擢内阁学士，命上书房

行走兼礼部侍郎。乾隆十四年（公元

1749 年）夏，齐召南坠马造成颅脑损

伤，遂归乡静养。乾隆皇帝南巡江南，

突然想起从前的这位秘书，遂召见齐

召南。闲谈时，皇上问：“天台山、雁荡

山的景色如何？”齐召南如实回答：“臣

未经游览。”皇上不相信地问：“你是台

州人，这两处都是台州的景点，你真的

没去过？”齐召南叹口气说：“听说天台、

雁荡山势奇高，溪流深险，臣有老母，孝

子不登高、不临深渊，是以不敢往游。”

当时，乾隆皇帝南巡名义上是陪皇太后

散心，听了齐召南的一番话，皇上也不

好意思再去台州这些景点了。

274.清廉皆无

知夫莫若妻。吴中（山东德州人）

历任明朝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

工部尚书，曾主持北京皇城建设。吴

中确有才能，但沉湎于酒、色、财且贪

得无厌，家中宠妾数十人。在外面人

模人样，吴中却甚畏其妻。明永乐五

年（公元 1407年） ，明成祖朱棣诏命时

任右都御史吴中转任工部尚书负责北

京 城 改 扩 建（为 南 京 迁 都 北 京 做 准

备）。吴中喜滋滋将任命书（诰命）带回

家中，不识字的吴夫人命左右诵之然后

问：“这个任命书是天子亲撰乎？儒臣

代草乎？”吴中回答：“皇上咋能亲自写，

这是秘书代写的。”吴夫人冷笑道：“写

得真实在。我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连

一个清字、一个廉字都没提！”看来，居

官不廉，连老婆都看不起！ （老白）

从“ 窗 口 建 设 ”入 手 ，让 服 务

群 众“ 暖 ”起 来 ；从“ 流 程 再 造 ”入

手 ，让 审 批 效 能“ 快 ”起 来 ；从“ 惠

民利企”入手，让营商环境“优”起

来……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

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打造一

流政务营商环境，更好地满足企业

和群众办事需求，市政务服务和大

数据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政数局）

紧紧围绕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目标，结合政务服务工作实际，创

新 推 出 政 务 服 务 能 力 提 升 149 工

程 ，细 化 分 解 成 149 项 工 作 举 措 ，

建立双周交办、双周例会制度，全

力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 利 化 ，为 企 业 和 群 众 带 来 更 标

准、更规范、更便捷、更高效的办事

体验。

全面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打造高效透明一流营商环境

今年初，市政数局积极推进政

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标准化管理，

以事项为根，全面整合现有政务数

据资源、摸底事项清单，梳理编写市

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同时结合我

市政务服务事项实际，建立健全政

务服务事项动态清单动态管理机

制，出台了《平顶山市政务服务事项

动态管理办法》，根据业务变化和实

施情况及时调整政务服务事项基本

目录或实施清单，每一季度开展一

次政务服务事项要素规范性自查，

确保政务服务事项及时更新、线上

线下标准统一。通过规范检查，市

政数局对涉及 33 个部门 822 项不

规范事项进行维护，修订完善我市

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共 2220项。

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

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服务体系

规范合理设置窗口。今年以

来，市政务服务大厅完成“4+1+X”综

合窗口升级和功能区优化，市县两

级综合性实体政务大厅全面实行

“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

一窗口出件”服务模式，全市39个部

门的 1379项事项实现一窗无差别全

科受理；设置“跨省通办”“全豫通

办”窗口，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异地办

事服务；组建帮办代办队伍，为企业

群众提供“一对一”无偿帮办代办服

务；设置“有诉即应”或“办不成事”

反映窗口，解决办事过程中遇到的

疑难事项和复杂问题，为企业和群

众提供兜底服务。

规范大厅审批服务。市政数局

以开展政务服务能力提升 149 工

程为契机，对预约、引导、咨询、受

理、审批、发证等业务办理全流程服

务进行规范，要求各级政务大厅严

格按照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提供

办事服务，不得额外增加或变相增

加办理环节和申请材料；严格执行

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和限时办结

等制度，优化前置服务，加强政务服

务事项申报辅导，实现一张清单告

知、一个标准受理、一个平台流转，

切实做到清单之外无材料、平台之

外无审批、大厅之外无循环。

规范网上办事服务。在提升线

下服务能力的同时，市政数局统筹整

合网上办事入口，扎实做好全国一体

化政务平台对接工作，加快“互联网+

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推动政务服务

向各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延伸，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多

级联动、部门协同、数据共享、一网通

办，同时，规范政务服务“掌上办”，大

力推进部门业务、公共服务向手机端

延伸，实现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无差别

受理、同标准办理。

规范服务评价体系。今年8月，

市政数局深入落实政务服务“好差

评”制度，拓展服务监督评价渠道，

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政务服务大厅布设“好差评”静

态二维码888个，实现线上线下评价

全覆盖，实时接受群众对服务态度、

服务水平、问题解答满意度等反馈，

形成评价、整改、反馈、监督全流程

衔接的政务服务评价机制，倒逼政

务服务有效提升。

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便利化

创新多样化便民服务渠道

近年来，市政数局坚持以需求

为导向、以便民利企为目标，聚焦提

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

度，以多种载体为抓手，打好便民利

企“组合拳”，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政

务服务新举措。

打造“10分钟政务服务圈”。市

政数局积极构建智慧政务新体系，

通过在银行网点设置政务服务人工

窗口、投放政务服务一体机、政务服

务事项接入银行智能柜员机三种路

径方式，在全省率先推行“政银通

办”服务，打造 10分钟政务服务圈，

推动高频民生事项在群众身边可

办。如今，全市建成“政银通办”网

点 39个，为企业和群众就近办事 12

万余件。该举措被评选为河南省

“我为群众办实事”群众满意度高的

100件实事。

建设智能导办“云叫号”平台。

为有效解决“排长队、往返跑、耗时

长”等问题，市政数局建设了“全域

预约、智能导办、精准直达”的“云叫

号”服务平台，群众办事可以通过平

顶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掌上预约、一键取号，根据提示的办

理时段前往办理。目前，该平台已

完成市县乡三级政务服务大厅全域

预约覆盖，既方便了群众办事，又分

流了大厅人流量，降低了人员聚集

带来的疫情防控风险。

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推进政务

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市政数局围

绕企业从设立到注销、个人从出生

到身后的全生命周期，推动关联性

强、办事需求量大、企业和群众获得

感强的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

提供主题式、套餐式服务，优化业务

流程，减少办事环节、精简申请材

料、压缩办理时限。推广“免证办”

服务。通过加强数据归集共享，加

速推进“四电”改革，支持已归集的

电子证照在政务服务事项办理中免

于提交实体证照，目前已实现 17家

单 位 、97 项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免 证

办”。在全省率先推出政务服务“现

勘现审”机制，实现了变窗口提交资

料为线上预审，在现场勘验环节现

勘现审通过后当天办结新型审批模

式。推动“水电气暖”等 337 项便

民事项下沉基层便民服务中心（站）

办理，实现“就近可办、四区通办”。

推行告知承诺制和容缺受理服务，

梳理政务服务“告知承诺制”事项

194项，承诺办结时限压缩 87%。重

点民生实事“提升移动政务服务能

力”成效显著，“豫事办”平顶山分厅

上线事项 390 项，注册用户数量达

到 350万人，日均访问率 4.8%，均居

全省前列。建设“不打烊政府”，目

前实现 16个部门 123个政务服务事

项在 24 小时自助大厅全天候自助

办理，56项高频民生事项周末不间

断服务，对老、病、残、孕等特殊群体

开辟“绿色通道”，对到下班时间还

没办理完成的政务服务事项开展延

时服务。建成亲清政商关系信息化

平台，为企业提供政策兑付、事项办

理、诉求直达等一站式服务，截至目

前，已发布 8类惠企政策共 25个兑

现事项线上申报兑付。

为民服务无小事，一枝一叶总

关情。

“服务群众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

149 工程，不断改革创新，狠抓工作

落实，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

力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

用实际成效助推平顶山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市政数局党组

书记、局长邵瑞卿说。

（本报记者 程照华）

多措并举求实效 优化服务促提升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全力推进政务服务能力提升 149 工程

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办事群众 149工程双周工作推进会召开

图片均由市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