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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铮通讯员徐红昌

5 月 22 日是周五，在许昌市民之家，
工作人员热情地为办事群众提供各种政
务服务。这里是许昌市打造的“一站式”
政务服务实体大厅。

近年来，市行政服务中心围绕“极简
审批、极速效率、极优服务、极严约束”，
推进“放管服”改革落地见效，打造了“便
民、规范、廉洁、高效”的政务服务“许昌
样本”。

不见面审批“按下快捷键”
当日上午，在许昌市民之家三楼市

市场监管局审批窗口前，许昌许继晶锐
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送来一面锦旗和
一封感谢信，感谢“企业开办专区”为该
公司解决“难题”。

他们感谢窗口工作人员孙丽敏在网
上受理相关事项后，热情、周到、精准地
指导他们准备、上传材料，使他们一次就

通过审核。
许昌大参林保元堂药店连锁有限公

司打电话预约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变更和延续。了解到该公司的证书即将
到期，可能影响正常经营后，市市场监管
局窗口开辟绿色通道，安排专人联系该
公司相关人员，并指导其准备相关材料，
提前进行网上预审。

据了解，许昌市民之家提倡“网上
办”。市民在许昌市政务服务网注册、认
证后，即可全流程办理许昌市职权范围
内的审批事项。

另外，他们全面推行使用掌上市民
之 家“i 许 昌 ”APP，进 行 各 类 业 务 的 办
理，实现全程不见面审批。

打通“互联网+”最后一公里
做 好“ 互 联 网 +政 务 服 务 ”没 有 终

点。如何把为民服务做深做细，挖掘更
多不见面审批事项，打通“互联网+政务
服务”最后一公里？

2019 年，在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指导
下，市行政服务中心共梳理出 471 项可
下放的政务服务事项（其中，可下放权力
事项 342 项、可下放公共服务事项 129
项）。各单位严格按照清单，将政务服务
事项逐一下放到位，下放比例占市级政
务服务事项的 39.6%。

为减少人员排队和聚集，方便市民
办事，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力推进政务服
务平台向基层延伸，加大各县（市、区）符
合条件的乡、村政务服务平台铺设力度，
尽早实现实体大厅与网上办事大厅深度
融合，为“一网通办”提供平台支撑，并对
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和业务培训，打通“互
联网+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围绕‘就近办’，我们下一步将着力
推进自助服务终端向社区、小区投放，实
现群众不出小区即可办理政务服务事
项。”市行政服务中心业务科负责人徐丹
丹说。

“市民之家”贴心便民到家
“办事环境很舒适，工作人员的服务

很到位。”当日上午，在许昌市民之家某
窗口前，市民曲建宏一边收拾资料，一边
高兴地说。

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作为完善
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许昌市民之
家的文明服务提升工作一开始就受到广
泛关注。

记者看到，许昌市民之家在大厅入
口处配备了轮椅、雨伞、一次性雨衣、身
高体重测量仪、免费手机充电站等；在各
楼层设置饮水设备，免费提供开水；在三
楼设置了温馨的母婴保健室；在四楼设
置休闲吧，办事的市民可以临时休息、读
书看报、上网；在一楼总咨询台设置便民
服务箱和急救箱，备有常用生活用品和
药品；在每个窗口都摆放了便民服务盒，
备有笔、纸、胶水、曲别针、老花镜等，为
办事的市民提供方便。

□ 记者代玺通讯员赵素鸽

农民夫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种生活。也可以
是这样的：吟诗作对，夫唱妇随；修园造
景，侍弄花草；吹拉弹唱，舞文弄墨……
是的，这就是襄城县范湖乡台王村农民
魏占业和张秋珍夫妇的诗意生活。5 月
17 日，许昌市诗词协会授予魏占业的家
庭“诗词之家”荣誉称号。5 月 23 日，记
者走进这个“诗词之家”，近距离感受了
这对农民夫妇的别样生活。

痴迷诗词，拜师学艺
5 月 23 日，走进位于襄城县范湖乡

台王村的魏占业家，记者立刻被眼前的
景象吸引了：亭台楼阁、回廊花窗、绿植
掩映、假山怪石……俨然是一座微缩版
园林。这座园林里有几面墙，墙上写有
70 首 诗 词 。“ 瑞 兴 园 ”“ 春 韵 亭 ”“ 幸 福
居”，这里的每处建筑都被主人取了诗意
的名字。

谁能想到，这座园林出自 66 岁的农
民魏占业之手。清癯和善的魏占业告诉
记者，他会泥瓦活儿，家里的一砖一瓦都
是他“捣鼓”的。热爱生活应该是诗人必
备的素质，魏占业讲起了他的生活。

“我喜欢诗词，但小时候没有学习的
条件，所以底子薄。初中毕业后我一直
在村里务农，后来成了家，有了儿女，常
年为生计奔忙。近几年，孩子们都长大
了，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让我去江南
旅游。我到外面才发现祖国的山河太美
了！我站在仙境一般的美景里想，如果
能将那种诗情画意用诗词表达出来该多
好啊！”

动了写诗的心思后，魏占业开始日
夜琢磨。他把能搜罗到的唐诗宋词都搬
到眼前认真学习，遇到不懂的词就查字
典，常常沉浸在诗海中，忘记了一切。几
年下来，他创作了一些作品。没有老师
指导，他心里没底。

2018 年，魏占业在位于许昌市区的
儿子家小住。有一天，在广场上散步时，
他听到有人议论许昌市诗词协会招收会
员。魏占业有了入会的愿望。

魏占业带着老伴儿在并不熟悉的许

昌城里转了几圈儿，费尽周折之后，终于
见到了许昌市诗词协会会长李国庆和副
会长盛宝钧。他忐忑地递上自己的诗
稿，两位老师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你有
诗歌天分，需要加倍努力，是金子总会发
光的。”

有了老师的鼓励，魏占业坚定了创
作的信心，像着了魔一般写诗作词。每
写好一首诗，他都会请老师指导、修改，
曾 经 在 6 天 内 往 返 许 昌 市 诗 词 协 会 5
次。因为平仄格律不对，他的作品 4 次
被老师“退货”。当他第 5 次将作品送到
老师面前时，老师握着他的手说：“你的
语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魏占业不好
意思地说：“我当时激动得掉了眼泪。”功
夫不负有心人，他于 2018 年 8 月正式成
为许昌市诗词协会会员，他的作品相继
在许昌市诗词学会主办的刊物《建安诗
苑》上发表。

秉烛达旦，夫唱妇随
“为曜中华魂，自鸣独思忖。霞光漫

天下，铭史醉古今。”魏占业在《中华魂》
中这样写道。虽然是一名普通的农民，
但是他心里装着祖国的山河。为了开阔
眼界，创作更多、更好的诗，3 年来，魏占
业带着老伴儿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北
京、南京、西京（西安）、东京（开封）我都
去过了。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一
定要到李白的家乡看看什么样的水土养
育出了诗仙。”

魏占业笔耕不辍，一山一水、一物一
景、一食一饮皆是他的灵感来源。他在

《昭君故里》中写道：“情丝绕荆门，名妃
尚有村。绝代丽质娇，离魂何多人。盈
情幽孤魂，唯有情最纯。千杆竹影映，时
隐千古春。”

“泥瓦活儿我一直在干，有时候干着
活儿我想：晚上写点儿什么？”贴瓷砖是
魏占业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他常常白
天干活儿，晚上写诗。在工地的宿舍里，
为了不影响工友休息，他趴在被窝里开
着手电筒写诗，连续几天每天只睡两个
小时。

老伴儿张秋珍心疼地说：“他熬得牙
疼，吃药也不管用。他买来一筐鸡蛋，天
天喝蛋花茶去火，一边喝，一边写。”

在魏占业的影响下，老伴儿成了他
的诗友。魏占业推敲诗词佳句时，张秋
珍的一句话让魏占业豁然开朗，文思泉
涌。6 年来，魏占业先后创作诗词 2 万余
首，整理诗集 40 余本。张秋珍写诗 3 年，
于 2020 年 1 月成为许昌市诗词协会会
员。

古道热肠，增彩诗乡
好客的魏占业家里常常宾朋满座。

5 月 23 日，他家来了一位客人，叫袁巧
梅。快人快语的袁巧梅是魏占业的“粉
丝”。在她的眼里，魏占业简直是个奇
人！他会写诗，会盖房子、贴瓷砖，还懂
弦乐、书画。他不仅有才艺，而且常常扶
危济困，不求回报。

袁巧梅说，她喜欢唱戏，以前总是和
魏占业一起排戏，后来看他还会写诗，就
常常来听他讲诗。魏占业的普通话不
行，把握不住诗歌如何正确押韵。袁巧
梅读大三的闺女可以当魏占业的老师。
魏占业写出新诗后，会让袁巧梅的闺女
帮他品读，两家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

“他虽然赚了不少血汗钱，但是为人

慷慨，都花了。去年，我们村一个老大哥
的孙女得了白血病，我在魏占业面前说
了这件事，他立马拿出 500 元给人家，还
非要通过公益平台匿名捐赠。我家娶媳
妇时缺钱，我没张口，他借给我 6 万元，
还说别急着还！”说起魏占业的古道热
肠，袁巧梅停不下来。

范湖乡台王村党支部书记刘献勋告
诉记者，魏占业是该村的文艺活动领头
人。“占业自学成才，擅长铜器、二胡。他
人缘特别好，在村里带着‘志同道合’的
村民一起排戏、演小品十几年了，给村民
带来不少欢乐！”

为了表彰魏占业家庭爱诗、读诗、写
诗的精神，5 月 17 日，许昌市诗词协会授
予魏占业家庭“诗词之家”荣誉称号。许
昌市诗词协会会长李国庆说，近年来，襄
城县高度重视精品文化的挖掘和培养，
文化宣传工作风生水起。特别是襄城县
农民词作家、农民诗人的出现，为千年古
县传承厚重的历史文化、打造诗词之乡
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势必带动和影
响更多的人学诗、写诗，为中华诗词文化
的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魏占业夫妇坐在家中的亭廊内推敲诗句。记者 代玺摄

农民夫妇吟诗作对，夫唱妇随，吹拉弹唱，舞文弄墨

襄城县的“诗词之家”，生活充满诗意

不见面审批！我市推进政务服务“一张网”建设

做优文明政务服务，最高限度利企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