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正甫，1909 年 6 月出生于白河县。 1926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 年任湖北省农协纠察队长、 中共郑州市委青年委员等职，不
久被捕入狱，出狱后被党组织派往开封工作。

1928 年夏，中共河南省委遭国民党破坏，黄正甫与党组织失去联
系。 1930 年 10 月，黄正甫回到白河卡子东坝播撒革命火种，发动农民
武装，在与红三军创建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取得联系后，策动起义，在
界岭锥子石创建了白河县唯一的一块农村革命活动地。

1932 年春，农民武装被白河民团偷袭冲散，黄正甫离开白河到了
郑州。 1932 年夏，黄正甫到北平。 1933 年，与东北流亡青年春圃、张瑞
在北平创办《明日》半月刊，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不久即被当局查封，
三人被捕，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1936 年，黄正甫到河南新蔡私立小学
和郑州师范任教，利用讲台传播马列主义。 1937 年 9 月，到黄河北抗
日前线，参加国民党第一战区第四游击支队打游击。

1938 年 8 月， 在任国民党第一战区第四游击支队剧团副团长期
间，准备拉部分武装参加新四军，因消息泄密被捕，经其叔父、国民党
立法委员黄统请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出面保释，黄正甫才得以出
狱。

1939 年冬，黄正甫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
习， 第二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业局工作，1941 年调绥德师范任教。
1943 年 4 月，黄正甫通过审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 年 8 月， 黄正甫受中共西北局委派回白河开展地下活动并
做黄统的统战工作。 回到卡子东坝后，他积极发展党员，1947 年 3 月，
在卡子东坝界岭建立了中共陕西(陕鄂)边界工作委员会，黄正甫任书
记，直属中共关中地委领导。 1947 年 9 月、11 月工委两次决定发动武
装起义，均不幸失败。

1948 年初， 得知叔父黄统回乡省亲， 黄正甫积极动员他弃暗投
明，黄统的思想认识逐渐倾向共产党。 1948 年 8 月 13 日，黄统等 55
名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在香港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声明脱离国民
党反动政权。

1948 年 4 月 1 日， 中共豫陕鄂第四军分区第十二旅攻克白河县
城，黄正甫再次发动武装起义，消灭了出逃的国民党白河县警察大队。
白河县解放，成立了白河民主县政府，黄正甫任副县长，陕西边界工委
撤销。 新中国成立后，黄正甫历任均县县长、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旧址纪念馆馆长、武汉市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 1980 年 7 月 28 日，
黄正甫因病去世。

黄正甫的一生， 不管是和党组织失联还是独自开展地下工作时
期，他始终坚守信念，为党工作，正如他自己写道：“我在睡着和醒着的
时候都怀念着党，在百般艰苦中仍艰苦地工作，虽然成绩很微小。 甚
于爱护我的生命， 我爱护着党
员称号。 ”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
坚定不屈的精神品格。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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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利县三阳镇尚家坝村， 春日的
阳光明媚艳丽。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
破了午后的平静。

“你们快去看看，老五和老吴打起来
了。 ”听闻此讯，驻村工作队员们便立刻
放下碗筷，匆匆朝着事发地赶去。

抵达现场， 只见狭窄的楼房间过道
被村民们围得严严实实。 “有本事，你今
天动我一下，你看我怕你不！ ”老吴拿着
扁担怒目嗔道。 老五也扯着嗓子喊道：
“你挑着这臭烘烘的粪从这儿过，还让不
让人好好生活了？ 今天就是不让你从这
儿过。 ”

双方互不相让，气氛如紧绷的琴弦，
一触即发。 围观的村民脸上满是担忧，小
声议论着，有人试图上前劝阻，却被双方
的激烈情绪吓得止步不前。

经了解， 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正是两
家楼房间的过路道。 老吴挑粪途经此处，
老五却坚决阻拦，不让通行。

工作队员将双方分开后， 随着沟通
的深入， 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原
来， 两家此前就因排水沟的问题积怨已
久， 这次过路道事件不过是矛盾的爆发
点。

老五满脸愤懑地抱怨：“前两年，我
家的排水沟他就给我砸了，不让我排水，
现在就不让他从过路道挑粪。 ”

老吴一听， 立刻反驳道：“你家的排
水沟本来就是占用我的地， 这楼道本来
就有一半是我家的，为什么我不能走？ ”
长期以来，两家因生活琐事互不相让，矛
盾越积越深，终于在这天彻底爆发。

面对棘手的状况，工作队迅速行动，
决定分别对双方进行劝导。 来到老五家

中，工作队员便轻声说道：“廖叔，你太冲
动了， 要是把人伤了， 后半辈子可就毁
了。 ”

老五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我也是
气昏了头， 说我家的桂花树影响了他们
家菜地，他老是找碴，我实在忍不了。 ”

工作队员接着劝解 ：“从法律角度
讲， 人家在公共过道正常通行是有权利
的，咱们不能无理阻拦。 都各退一步，日
子才能过得舒心。 ”

老吴这边，工作队劝导：“老吴，你肯
定也听过‘六尺巷’的故事，两家为了一
堵墙起争执，最后相互退让，传为美谈。
咱们邻里之间， 也得有这种互相体谅的
胸怀。 ”老吴皱着眉头，嘟囔道：“道理我
都懂， 可他太气人了， 从来都不考虑我
家。 ”工作队员继续说道：“有矛盾就得好
好解决，不能冲动。 大家都是邻居，低头
不见抬头见的。 ”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双方的态度
终于有所松动。 在工作队员的调解下，老
吴率先表态：“以后我挑粪过路， 保证注
意卫生，不影响你家。 ”老五也点头应道：
“那行，只要你注意着点，我也不拦你了。
排水沟的事儿， 还是按照之前村干部调
解的方案来。 ”

随着这场纠纷的妥善解决， 楼间过
道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过去跑七八个部门，现在一窗搞定！ 这效率，
项目至少能提前两个月落地！ ”近日，在市政务服务
中心水电气网联合报装窗口，陕西坤典实业有限公
司项目部负责人张全明手持刚办结的审批单，连连
称赞。

这一幕， 正是安康市推行水电气网联合报装
“六个一”改革的缩影。 通过“一表申请、一窗受理、
一同踏勘”等创新举措，将企业报装平均审批时长
压缩近 90%，建设成本直降 20%，刷新了项目落地
的“安康速度”。

改革破题，从“多头跑”到“一窗办”

房屋建筑工程开工前，供水、供电、供气、网络
等市政服务接入是“硬门槛”。 然而，过去企业需向
4 家市政公用服务单位单独申请，重复提交材料、多
次对接审批，耗时费力不说，还常因管线规划冲突
导致“马路拉链”频现。

“以往，企业办理水电气网等市政服务报装，仅
跑手续就花了两个月， 管线施工还得反复开挖，耽
误工期又增加成本。 ”张全明回忆道。

痛点催生改革。 2023 年 4 月，我市将水电气网
联合报装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 整合 4 类市政公用服务，推
出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流转、一同
踏勘、一并审批“六个一”全链条服务体系。

如今，企业只需填写一张表，线上提交至安康
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线下到市政务服务大厅
综合窗口办理。 系统自动分转至相关单位并联审
批，彻底告别“多头跑”。

协同攻坚，数据共享让管线“不打架”

“联合报装不是简单‘物理整合’，关键在于打
破部门壁垒。 ”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
理科科长但昭阳介绍。 改革后，全市统筹市政管网
规划，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供水、供电、供气、网络等
单位提前介入项目设计，统一预留管线接口。 外线
工程实行多部门联合勘验、联合验收，避免重复开
挖和管线冲突。

安康市博元实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喻婷婷算了一笔账：“过去市政
公用服务施工成本占总预算约 6%，现在统一报装后，费用省了 20%，工期
还缩短了四分之一。 ”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底，安康市已为 32 个项目提供联合报装服
务，平均节约建设费用 20%，减少申报材料 85%。

服务升级，“营商口碑”成发展新名片

改革不止于流程简化，更延伸至服务前移。 安康市组建“市政服务联
合体”，建立项目库动态跟踪机制，对重点工程实行“管家式”服务。

“项目刚拿到施工许可证，汉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就组织水电气网市
政公用服务单位上门对接，指导我们优化管线布局。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
院项目负责人汪睿说。 此外，推出“容缺受理”“告知承诺”等柔性机制，对
次要材料允许后期补交，进一步缩短审批周期。

“审批快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愿意来！ ”安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副局长刘年喜表示，“联合报装改革是全市‘营商环境突破年’的重要抓
手，将向公租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等领域推广，通过优化流程、数
据共享、并联审批，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安康’服务品牌。 ”

笔者了解到，安康市水电气网联合报装“六个一”工作模式，2023 年 7
月被陕西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在全省复
制推广，后被省政府机关党组纳入主题教育调研成果转化案例。

随着改革深化，安康市水电气网联合报装全流程审批时限已压减至
15 个工作日以内，2025 年一季度建筑工程新增开工项目同比增加 42%。
正如但昭阳所言：“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六个一’改革不仅让企业轻装
上阵，更让安康在区域竞争中抢得先机。 ”

从“各自为战”到“协同作战”，从“企业跑腿”到“数据跑路”，安康市以
“一窗办”撬动服务效能革命，生动诠释了“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改革内核。
这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新，正为秦巴腹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春茶采摘时节，采茶用的竹篓订单
猛增，我得抓紧时间把订单完成，不能耽
误了采茶。 ”天刚蒙蒙亮，汉江上的晨雾
还未散尽， 家住石泉县喜河镇档山村的
中年男子韩明仕已经坐在门槛边的凳子
上忙着编制竹篓了。 长长的竹篾在他灵
活的指尖跳得像活鱼， 掌心的厚茧像块
生锈的铁皮，蹭得竹片“沙沙”作响。

韩明仕今年 55 岁，30 年前， 他在渭
南市的一处矿山做工， 因一场意外事故
导致下肢永久性瘫痪。 这次遭遇，彻底改
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做完手术之后我就待在矿上养伤，
一待就是 15 年，那段日子我天天躺在床
上，真是生不如死。 ”回忆当初的境遇，韩
明仕百感交集，“幸亏有好心人常来看望
我帮助我， 不然我真是没有活下去的勇
气了。 ”

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 韩明仕
想到远在家乡的年迈母亲和兄弟姐妹，
不忍心就此离他们而去， 还是选择了坚
强面对。2011 年，韩明仕终于回到了家乡
喜河镇档山村。 “腿不能动，我还有手；站
不起来，还可以坐着干活。 ”韩明仕说，
“竹编是我们这儿农户必备的生产生活
用具，不愁销路。 我家屋后就是村上新建
的百亩茶园， 采茶时节小竹篓的需求量
很大。 再加上村‘两委’干部和周边邻居
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让我下定
决心学习竹编手艺维持生活。 ”

纯手工竹编，看似简单，其实制作程

序很复杂。 为了学好手艺，韩明仕付出了
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一开始，他拿出自家
的竹篓、竹筐比对着做，但编出来的器具
形状不规则， 且表面粗糙， 只能廉价销
售。 但是他没有灰心，手被竹篾割破了，
简单包扎继续干；腿脚不能动，他就矮下
身撑着地面慢慢向前挪动。

接下来的几年里， 韩明仕一边看网
上的教学视频取经一边刻苦钻研竹编技
艺，他还总结出一套“竹编心得”：经篾相
对固定，纬篾是活动的，要边编边添，再
经过收边、缠边，并根据竹器的类型和需
要，进行穿骨架、安提手等多道工序，才
能做成既紧密耐用又美观大方的篾器。
如今，竹筐、簸箕、竹篮、竹篓等各式常用
的竹编器具，他都能驾轻就熟地编好。

因为手艺精湛， 韩明仕很快成了周
边小有名气的竹编匠人， 前来找他定做
竹编器具的人越来越多， 他经常为了赶
制订单从晨光熹微编到暮色四合。 他编
制的各种竹编器具不仅在村里供不应
求，还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在县城里销售，
去年净收入 1 万多元， 一家人生活有了
保障，韩明仕也变得更加乐观自信。

如今走进档山村， 几乎家家户户屋
檐下都摆放着韩明仕编制的背篓、簸箕、
箩筐，剖开的青竹蒸腾着山野的清气。 那
些篾条编织的不仅仅是器具， 更像是把
那些辛苦走过的日子， 一点一滴织成了
岁月静好的形状。

“竹子断了根还能抽新芽，人也一样

能活出名堂。 接下来， 我还要继续干下
去，用自己的双手‘编’出幸福生活。 感谢
一路走来对我伸出援助之手的好心人，
希望跟我有相同境遇的人也能心怀勇
气，跟命运做抗争，活出自己的精彩。 ”韩

明仕手上的动作不停， 眼睛却看向了前
方日夜奔流的汉江水和连绵青翠的茶
园，人活得透亮不在于腿脚，而在心头那
股永不停息的韧劲。

《汉江晨刊》编辑部：
近期，香溪洞风景区槐花盛开，给美丽的景区增添风采。但在步道两侧，却有市民

为了一点“口腹之欲”或“蝇头小利”采摘槐花，导致众多槐树遭人为损毁，甚至有碗口
粗的槐树被拦腰折断。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主动出击，制止这种不文明行为。

读者：务本堂东方欲晓
2025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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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 ”吹拂 “六尺巷 ”
通讯员 赵龙涛

“编 ” 出 幸 福 新 生 活
通讯员 王玉鑫

槐花盛开 槐树遭折

工作队员耐心劝解

韩明仕编制竹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