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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季节，每天放学后，我们总
是想在月河岸边多玩一会儿。那时的我们除了喜欢在河里偷
偷游泳外，还有一个嗜好，就是利用割草放牛的空闲时间到
河里捉鱼逮虾。 但是鲤鱼太精、鲶鱼太滑、虾米没肉，河中成
群结队的白条鱼才是我们捕捉的对象。要是能想办法逮住几
条，生火烤熟，没有盐也让我们吃得满嘴生香。

滑溜的小白条并不好逮，要借助工具，每家每户都有圆形
竹簸，一般口径 30 多公分，深四五公分，如果没有竹簸，也可以
用脸盆代替，上面用白布蒙上，蒙布的中间开一个拳头大的小
洞，白布四方固定在篾簸的下面，但有一方要留下方便打开的
活结，以便取鱼时将簸里的鱼顺利倒出。使用脸盆就麻烦一些，
因为搪瓷脸盆不漏水，鱼簸里的水要慢慢倒出。 有了这样的捕
鱼工具，选择河水平缓的河面，将鱼簸的蒙布圆孔处抺上鱼饵，
在河水里挖出浅坑，将鱼簸放入坑内固定，这样鱼儿闻到鱼饵
的香气就会从圆孔钻入鱼簸。 这种逮鱼的方法，我们当地叫放
鱼。

放暑假时，我和同队几个上小学的同学，商量着到月河
放鱼，我请母亲将家里装针线杂物的两个竹簸和一个洗脸盆
收拾好，扯了几尺白布，在同学的指导下，做成了三个放鱼的

鱼簸。 虽然鱼簸少了点，但有捉鱼的工具，就有很大的希望。
准备好了鱼簸，诱饵更要认真调制，我将全家舍不得用的芝麻香油滴进麦麸，

搅拌均匀，香气四溢的油麦麸要用一个小茶缸装好，用盖子盖紧。 在放鱼簸前，将
麦麸抹在圆洞的里面，鱼簸入水时，要用手掌蒙住蒙布上的圆孔，不让油麦麸飘浮
到河水里去。

为了让簸里的鱼在从河水里端起时不溜走，需要一个挂在腰上方便将鱼倒入
的鱼篓，这种鱼篓要口阔、颈细，肚子深并宽大。我家没有钱买这样的鱼篓，母亲就
将我家装筷子的筷篓取下来，穿上一根麻绳，给我拴在腰上，这样的鱼篓口小，倒
鱼时要特别小心。

盛夏的上午，太阳像大火球一样，高高地挂在高家岭的山头上空，此时的月河
似一条银色的绸带，在绿茵茵的田地间左旋右转，宽阔的河面在阳光下给人以视
觉上的清凉。 有经验的同学们说，早放花水晚放潭，中午要找河两边。

上午的热风时不时让河面漾起波纹，平静的河面好似金针银线织成的一张大
网，熠熠的阳光在这颤动的网线里，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

选好河段后，我们几个就一人占据一段河滩。先从上游开始，在河边浅水处刨
出一个能放下鱼簸的坑，在鱼簸的中间圆洞内抹上浓香的油麦麸，一手捂住圆孔，
一手斜着将鱼簸放入挖好的坑里，并在四周压好石头，以防鱼簸漂起。放鱼簸不但
要注意河面的位置，更要把握好簸面与水面的距离，一般说，以小鱼在簸面自由游
动的二三寸为宜，太深鱼儿不进，太浅鱼儿游动受限。

一般二十分钟左右，我就会轻轻走到鱼簸边，一手捂住进鱼口，慢慢控干簸里
的水，听着鱼儿离水时翻腾的声音和手的感触，就能知道一簸鱼的份量。 水流干
后，将簸里的鱼倒入鱼篓，再洗净鱼簸，重新抹上鱼饵，一手捂住进鱼孔，一手将鱼
簸放进原先挖好坑内，用石头压好，静等第二次收鱼。 如果第一次收获好，可以在
原处多放几簸，这样省力省时间，如果第一次收获太少，那就要重新寻找更好的河
面，重挖窝子再下鱼簸。

灼热的阳光炙烤着河滩和田野，在没有树荫的河边，洁净的河沙和不同颜色
的卵石也在太阳下冒出丝丝热气，短褂、草帽也挡不住火辣辣的光线，身体被阳光
晒成小麦般的颜色。我们检视着自己一天的劳动成果，收拾渔具，洗净满是鱼腥气
的双手，装好已晒得半干的小鱼，穿上草鞋，爬到河边喝足河水，拖着疲乏饥饿的
身子往家走去。

我出生在旬阳县红军镇寨沟村。 那个年代的灯是
大人们从山中的松树上削下的带有油脂的木块，晒干
后放在石板上燃烧，一点即着，既可以取暖，又可以照
明，被乡亲们称作“油亮子”。 用“油亮子”作灯，灯光微
弱，烟却很浓，一会儿就把整个屋子弄得烟雾缭绕。

在村里上学后，晚上坐在“油亮子”下做老师布置
的作业， 作业本总是被蹦出的火星烧出许多小洞，那
时连 8 分钱一个的作业本也买不起， 只好将就着用，
到学校后总免不了挨老师的训。 后来，村里组织用“木
轧”榨漆子油做成漆蜡烛照明用。 漆蜡烛的制作很简
单，选个合适的竹筒，在竹筒中心位置放上干净棉絮
搓的芯子，倒进融化了的油漆，然后等冷却缩小后退

出，一支“蜡烛”就做成了。 这种漆蜡烛点燃后没有浓
烟，但皮肤过敏者很容易引起“漆骚子”，皮肤瘙痒不
舒服，且容易熄火，很不方便。

再后来，就地取材的“材”渐渐枯竭，加之煤油相对
普及了，村民们就用煤油点灯。 大多数人家找一个小墨
水瓶子自制简易的煤油灯。 少数条件好的人家在供销社
买回台灯，比简易的煤油灯先进些，可以控制光线强弱，
装上玻璃罩子后，聚光性很强。 可拿台灯时总得小心翼
翼， 稍不注意就会摔破灯罩。 简易煤油灯利少弊多，做
饭、吃饭时碰倒灯后，煤油撒进饭里、菜里，极不卫生。

寒冷的冬夜，灯火飘忽，灯光如豆，母亲坐在灯下
一针一线地纳鞋底， 我们姐弟三个围着油灯做作业，

常常为谁不小心碰倒灯后弄脏作业本而打打闹闹。 渗
进煤油的作业老师是不愿意批改的，即便批改也是潦
草的几个大字：“不清洁，重做。 ”第二天上学时还要被
老师训几句，让人感觉很不好意思。 那时常常听到村
干部进县城开会回来后羡慕地说：“县城的 ‘电葫芦’
美极了，电闸一开，屋里像挂了个小太阳。 ”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三通建设” 的大步迈进，村
民们终于用上电灯。 记得家乡通电的那个晚上，沉寂
的山村沸腾了，电闸一开，无数“夜明珠”在深山峡谷
中闪烁，漆黑的夜被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父老乡亲燃
放鞭炮以示庆贺。

如今，大多农户家里安装了日光灯、彩灯、霓虹灯
等花色各样的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一派
热闹。 现在的小朋友坐在明亮的电灯下写作业，不再
为弄脏作业本挨老师批评提心吊胆。 有了电灯以后，
又有了电动机、电话、彩电、影碟、手机以及更多的电
气化设备，父老乡亲已彻底告别了“点灯用油，推磨用
牛”的时代。 我相信，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步伐的加
快，家乡的未来会更美好！

小时候的乡下，想要痛快淋漓地吃顿西瓜并不容
易，那时候刚包产到户，没有谁家付钱买西瓜，家家都
是拿粮食换，可也没有哪家粮食宽裕，一年能吃上一
两次西瓜那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 村里谁家若种了西
瓜，绿油油的瓜地便格外引人注目，我们每天挎着篮
子在旁边的地里装模作样地割猪草或挖野蒜，心急火
燎地盼着西瓜赶快成熟。 可等到西瓜成熟时，种瓜人
却把铺盖卷搬到了高处的瓜棚里，日夜守候，甚至地
头还拴上一条龇牙咧嘴的狼狗，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吠
不停。

经过侦查，发现村南那片圆滚滚的西瓜地，竟意
外得没有瓜棚，我们蹲在硷上的苞谷地里连着刺探了
几天军情，连半个人影都没看见。 决定动手那天，我们
还是非常谨慎地在地头设了暗哨，然后蹑手蹑脚进了
瓜地，每个人就近挑一个最大的西瓜抱到地边，随后
民站在膀大腰圆的小军肩膀上，把西瓜一个一个递到
硷上，放哨的人都撤了回来，把西瓜转运到苞谷地中
间。

我们迫不及待地把西瓜在地上摔裂了，如饥似渴
地捧起一块啃了起来，“咋不甜呢？有股酸味。 ”大家都
很纳闷，这才发现西瓜瓤全是淡粉红的，还有两个是
黄瓤的。 “哎，没熟没熟。 ”大家失望极了，都草草地扒
拉了几口，把碎西瓜掩埋在苞谷地里，心有不甘地溜
回了村，约定好半个月后等西瓜成熟了再行动。

可我们还是耐不住诱惑，煎熬到第九天就摸到了
瓜地里，这次我们还学着大人的样子，边摸边敲。 可瓜
瓤还是粉红的，味道仍是淡淡的甜味，后味一股寡酸：

“这什么西瓜呀，难吃死了！ ”正当我们发牢骚时，亚军
兄弟俩，还有亚军爹、亚军伯父和叔父，围拢到了苞谷
地里，奇怪的是亚军爹却没有发脾气，他把我们都带
到亚军叔父家里，每人写了一个保证书，其中有条至
今还记得很清楚：保证不再偷瓜，以后随叫随到，不然
不仅要告诉家里，开学后还要反映到学校。

随叫随到的意思，我们后来才明白，就是瓜熟以
后，亚军把我们都喊去，从刨开的瓜瓤里面扣黑瓜籽。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压根就不是西瓜，是产瓜籽的
打瓜。 那个暑假我们就挤在亚军家的院子里没日没夜
地扣瓜籽，扣得手上的皮肤都皱巴巴的。

上初一时 ，学了大半年西瓜栽培的父亲 ，终于
决定腾出村南那块好地种西瓜 ， 碰上那年风调雨
顺 ，加上父亲掌握了技术 ，满地的西瓜几乎没有歪
瓜，个个饱满圆润 。 我放了暑假就跟父亲挤在瓜棚
里 ，饿了渴了 ，父亲就进西瓜地里挑个熟透的西瓜
切开 ，我拿着勺子掏着吃 ，红色的沙瓤一直甜到了
心里头。

来了几拨客商找父亲，给两毛钱一斤，父亲嫌价

格低一直在观望，最后来了个省城客商，给两毛六一
斤，本来说好了，可父亲后来反悔了。 父亲跟客商的司
机聊天，打听到省城的西瓜一块多一斤：“啧啧，如果
卖一块钱，这几万斤西瓜那要好厚一沓钱呢！ ”父亲用
手比划着，“到时候，就给你买个飞鸽轻便自行车！ ”父
亲联系了跑运输的远方表叔的小舅子陈叔，陈叔开着
他的跃进卡车，拉了满车的西瓜去省城。 可父亲没有
门路，西瓜进不了水果市场和商场，只得在背街叫卖，
还要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撵着跑。

陈叔每年上门来讨要运费，父亲都要想办法出门
给借一点，可还是有大半的运费没有给。 父亲去世那
年，陈叔又来了，看到父亲的遗像愣了半天，随后出门
买了一沓纸给父亲烧了。 又过了好几年，我们终于还
清了父亲治病的欠款，我陪着母亲把剩下的运费给陈
叔送去。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西瓜早已是生活中
常见水果之一。 可每次吃，却总没有儿时那种甜透了
心的感觉，可惜岁月难以追回，那些圆滚滚的西瓜，只
能永远藏在童年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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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一约四会”，村民自治“约”出新
文明；建设文化活动场所，“硬设施”铺设文
化“软环境”；多方面选优树模，身边榜样引
领前行方向……近年来， 镇坪县上竹镇中
心村在县委政法委的帮扶下 , 厚植文明乡
风、转变治理方式，积极探索新时代乡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新途径好做法， 让群众生活
有“里子”更有“面子”。

雨过天晴后的中心村整洁宁静， 仔细
望去， 家家门前挂起了好家风文化牌和星
级文明户铭牌，崇德向善、耕读传家的彩色
标识在夏日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老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树家风、
传家训、立家规对你们都是大有好处的，好
的思想和习惯一定要及早养成， 好家风好
乡风时刻都要记在心里。 ”午后，中心村村
民李大婶一边做家务， 一边对刚刚放学回
家的小孙女说。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弘扬好
家风是托举文化振兴的向上力量。从帮扶

中心村伊始 ,县委政法委就与村党支部一
道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党员示范持续推
行以“诚孝俭勤和”为主题的新民风建设，
通过“十星级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好妯
娌 ”“五净最美家庭 ”“道德评议会 ”“红黑
榜 ”等群众性文明创建和评议活动 ，鼓励
党员干部群众积极传承中华美德，涵养优
良家风 ，以家庭 “小气候 ”温润乡村 “大环
境”。

从二十年如一日照顾双重残疾公婆和
大伯哥的“好媳妇”刘永香，到任劳任怨做
儿媳坚强后盾的“好婆婆”董成玉，从互相
尊重理解互相关照扶持的“好妯娌”成传翠
和王玲，到“全家老小齐上阵”传承美德的
“最美家庭”邓明亮家庭……这个家风醇厚
的小山村，收藏着世间最可贵的品质。

“之前我们家还被评为 ‘五净最美家
庭’，现在村里新种的花草把环境装点得更
美了。 ”家住中心村三组的王玲时常用手机
拍摄身边的乡村美景， 在自媒体上与朋友

们分享。
在帮扶部门县委政法委和村“两委”的

动员下，除了王玲，中心村还有许多家庭都
主动加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搬杂物、清
垃圾、 扫死角是最近一段时间村里常见的
创卫场景。

“以前这里是一块常年扯皮的 ‘糟心
地’，老式猪圈、旱厕常年不清理，周围整个
‘脏乱差’，夏天人都是捂着鼻子绕道走。 当
下我们正在进行拆除改造， 预计把这里建
成一个特色庭院，供村民平时休闲锻炼。 ”
县委政法委驻中心村第一书记杜安树表
示， 现在村里人都很重视和支持村庄亮化
美化，志愿者力量越来越强，这股正能量对
中心村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风好不好，每年看高考”，好民风给
中心村带来的另一大福祉就是“无事酒”账
面清净好看， 人情支出最大程度上得以减
少。

“往年每到高考之后，只要是有考生的

屋里都一家接着一家办酒，喝‘状元酒’的
人情负担格外重。 现在‘升学宴’已经成为
过去，真是减少了一大笔开支，感觉清爽得
很。 ”提到村里的“无事酒”整治，刚干活回
家的徐大哥连连拍手称好。

多年来，县委政法委与村“两委”聚焦
群众所需所盼，从宣传引导、批评教育、正
面奖励、反面惩罚等多方面入手，狠刹歪风
邪气，大力整治“无事酒”，收效甚好。 尤其
在整治“升学宴”方面，近五年，村里动员本
土文化班子组建锣鼓队， 由帮扶部门筹措
资金，通过敲锣打鼓送喜报、“集体升学礼”
公开表彰、发放奖学金和行李箱等方式，累
计为即将奔赴大学校园的 12 名学生送去
文明、真挚的祝福，树立了崇德尚学、文明
礼教的好风气。

据了解，上竹镇中心村 2021 年被命名
为“省级党组织标准化示范村”，先后被评
为 “市级生态村”“市级美丽家园示范村”
“五净最美家庭示范村”“文明村”等。 截至
目前，中心村已连续 6 年未出现“无事酒”，
连续 10 年无信访。

本报讯（记者 王旭 通讯员 付明明 赵行科）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
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实现税收现代
化擘画了宏伟蓝图。 国家税务总局安康市税务
局通过创新措施、构建机制多管齐下，确保《意
见》落实落细、见行见效。

创新“规范化＋人性化”流程，让执法更有力
度。 安康市税务局积极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
环境”，全面落实“三项制度”，创新税收执法“四
个网上”机制，对 8 类 40 项税收违法行为“一尺
裁量”，最大限度规范税务人员执法行为，维护
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以税务执法规范性为
前提，加强数据应用，系统自动智能开展风险判
定 ， 做到无风险不打扰 ， 形成 “数据提取分
析———风险自动判别———进一步核查———采取
限制措施”的精确执法流程。

“一站式”矛盾解决机制，让服务更有温度。
探索“一站式”涉税矛盾争议解决机制，是有效
维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推进多元化解税
费争议、推进智慧诉调的一项创新尝试。 安康市
税务局建立公职律师涉税争议咨询调解中心，
吸纳优秀公职律师、精通税收业务的骨干、本地
涉税专家学者、职业律师等组成专家团队，构建
起包括涉税争议受理、 分析研判和综合处理在
内的工作链条，形成多种调解主体协同联动，多
种调解方式多管齐下、 联动运作的涉税争议调
解处理格局， 进一步保障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
益，实现“枫桥经验”在税务领域有效运用。

据悉，该机制运行以来，已有效化解 10 余
起涉税矛盾纠纷，获得纳税人的一致好评。

实施纳税信用“培优提升”工程，使监管更
有精度。 坚持放管结合， 在优化税费服务的同
时， 安康市税务局注重纳税信用等级动态管理
和结果运用。 在做好纳税信用 A ／ B 级纳税人服
务的基础上， 重点开展对低级别信用纳税人的
监管和惩戒， 对于非主观故意及对信用评价体
系指标要求不理解造成评价失分的纳税人进行
甄别，建立信用培优清册，实施纳税信用“培优
提升”工程。

通过制作纳税信用培优成长卡、 纳税信用
培优成长手册等定制化宣传产品， 落实信用培
优网格化管理服务，一人一户、一户一档按季度
逐户上门提供“定制化”宣传辅导，以“卡片＋手
册”的双重服务形式和“管理员＋监督员”的双重
管理手段，形成“台账管理＋定期联系＋精准辅导”的常态化监管
机制。 对通过信用培优“成长升级”的纳税人及时进行分类分级，
实施差异化监管和服务。

通过实施纳税信用“培优提升”工程，2022 年安康市参评的
34679 户企业纳税信用状况持续向好。 A、B 级企业数量增加 1748
户，依托信用培优，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意识、能力显著增强。 今
年一季度，全市通过税银贷融资 366 户，占去年全年的 61％；融资
金额达 2．72 亿元，占去年全年的 55．3％。 今年新增的 A、B 级纳税
信用企业涉及增值税留抵退税 269 户，退税金额 3．67 亿元。

拓展协税护税“朋友圈”，使共治更有广度。 税务部门主动将
税收改革融入 “智慧安康 ”建设和 “数字政府 ”治理 ，以 “强沟
通———建制度———设标准———搭平台———传数据”为思路，建立
外部数据集成和经济税源监控工作机制，逐步建成全市标准统一
的经济税源数据资源库。 牵头制定安康市税费保障办法，不断拓
展“多方参与＋区域协同”的税费共治格局，塑造共生共赢税治生
态。

持续深化“税银互动”，为企业发展“添力赋能”。 在汉滨区税
务局与安康农商银行联合举办的一季度“税银企三方互动”会上，
现场与安康宝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授信贷款 1000 万元、
与安康正大制药有限公司签订 500 万元。 据该局主要负责人介
绍，目前已经实现“税银贷”全覆盖，与全区所有商业银行实现税
银合作机制，为中小微企业“贷”来真金白银的支持。

“下一步，全市税务部门将按照‘系统化思维、整体化布局、规
范化运作、协同化推进’的工作思路，进一步理清市、县局的改革
任务与工作重点，持续巩固升级和完善直联包抓网格化管理工作
机制，以项目化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地生根。 ”国家税务总局安康
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恒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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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谭余倩

墼 7 月 18 日，在江北片区张岭水电三局机关对面路口，施工人员正在工作时，一
辆车违规停放在拐弯处，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记者 张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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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下午，笔
者在江北片区后张岭
发现公路两旁并不宽
敞的人行道上，画满了
停车位，这样虽然规避
了马路“乱停”的丑象，
却给行人造成了困难。

胡建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