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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裴传连 刘玉增 杨洋

“我都成了三条腿，可我的活还没干完
呢！”新泰市羊流镇李官庄村村民宋其芳今年
77岁，是典型的农家妇女，尽管手里拄着拐
杖，腿脚行走不便，但她精神矍铄、谈笑爽
朗。宋其芳指着仰卧在地铺上的老伴梁元三
说：“这就是我的木头疙瘩，没良心的。”正
是这桩“木头疙瘩”，从19岁瘫痪在床，宋其
芳为丈夫端屎端尿、不离不弃、苦苦相守了54
年。

苦命人再遇苦命事

宋其芳从小就是个苦命的孩子，5岁丧
父，12岁丧母，后来被一个家族的堂叔、堂婶
收留照顾。宋其芳知道叔婶的日子过得紧巴，
懂事的宋其芳从不向叔婶要吃穿，穿的衣裳都
是姐姐穿过的，但她很是知足。

在宋其芳17岁那年的春天，堂叔堂婶含着
泪对她说：“苦命的闺女啊，这些年在婶婶家
你没穿过一件新衣、吃过一顿饱饭，叔叔婶婶
对不住你，更对不住你九泉之下的爹娘。早点
找个婆家享福去吧。”宋其芳噗通一声双膝跪
地，哭着对叔婶说：“您二老就是我的亲爹亲
娘，我哪里也不去！我还没有报答你们。”

60年前的一个深冬，宋其芳在叔婶的精心
张罗下，从天宝镇宋家沟村嫁给了羊流镇李官
庄村的梁元三。那年，梁元三才15岁，还正上
着学，她每天为丈夫备好在学校吃的中午饭，
站在大门口，目送丈夫到离家2公里的官桥小
学读书。看着丈夫渐渐远离的背影，宋其芳坚
信，小小的丈夫一定能成为自己一生最大的靠
山。

在丈夫梁元三19岁那年，得了严重的风湿
性关节炎，接着又引发风湿性心脏病和脑溢
血。从此，年轻力壮的丈夫再也没有站起
来……宋其芳的心里像刀绞一样，刚刚燃起的
生活希望又一次绝望了，多少个静悄悄的夜
晚，多少次泪水把枕头湿透。

“只要牵了手，就要相爱一生”

“丈夫病倒的那一年，我才22岁，我想到
过离开他，在心里不知想过多少回。丈夫的病
根本看不到站起来的希望，越来越重，那段时
间，我的心整天像是在油锅里煎熬着。”宋其
芳明白，在丈夫的心里，她已经成为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在公婆心里，她一走，他们的儿子
会雪上加霜，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甚至结
束自己的生命。

“我是泡在苦水里长大的孩子，我深知落
井下石的滋味和痛苦，我绝不能做无情的石头
啊。”宋其芳说，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宋
其芳攥着丈夫的手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
梦，当时我打好包袱要离开你，走出家门不
远，老天爷拦住我，说咱俩有两辈子的缘分，
这辈子有我来伺候你，下辈子有你来照顾我，
谁也离不了谁。”

“正是老伴的这个梦，让我坚持活到了今
天，我还要完成我的任务，下一辈子我要为她
做牛做马……”梁元三带着热泪说出了一串语
音不清的话。宋其芳看着丈夫说：“没良心
的，下辈子我还做你的拐杖。”

宋其芳嫁到梁家的第五年，大儿子出生
了，按农村风俗，孩子出生后，第二天一早就
要到媳妇的娘家“报喜”，可病床上的丈夫哪
能挪动半步，只好由小叔子代替。每当想起此
事，梁元三就觉得愧疚，悄悄流泪。

1963年至1966年是宋其芳最艰难的时期，
丈夫病越来越重，腿脚一动也不能动，吃喝拉
尿全在床上，宋其芳经常整夜不能入睡，端屎

端尿，吃饭喂药，宋其芳从未说过一个苦字，
叫过一个怨字。

为了给丈夫治病，为了养家糊口，在村里
她第一个报名到东周水库干活。白天宋其芳在
生产队里挑选最重最脏的活干，为的是多挣一
点工分；晚上就一边伺候丈夫一边在煤油灯下
缝补衣裳、做鞋子。有一次纳鞋底时，又困又
乏，尖尖的锥子扎进了左手中指里，由于没有
及时消炎治疗，伤口发炎引起破伤风，差点救
不过来了，最后做了手术，把中指手肚割除了
一半，至今还留着疤痕。

爱在延续 孝在延伸

虽然生活艰难，但宋其芳一家人其乐融
融。在与宋其芳交流谈话中，一位中年妇女抱

着被子到平房上去晒被褥，她一边和我们打着
招呼一边说：“今天太阳暖和，早晒一会，晚
上老人盖着舒服。”宋其芳介绍说，她是大儿
媳，对待老两口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不
怕累不嫌脏。

“我母亲是全家人的大英雄，没有她父亲
不会活到今天。”三儿子梁光存说。在采访过
程中，宋其芳的重孙女小玉晨，一直围着我们
转来转去。四世同堂的宋其芳自豪地对我们
说，小玉晨刚满3周岁，也抢着给她老爷爷拿
板凳、拿尿盆，有时她还从我手里夺，我还争
不过她。

“孩子们都很懂事，这是我最为骄傲
的。”宋其芳说，大孙子梁学山今年29岁了，
在外打工，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爷爷洗
脚。孙女梁学英在新泰农业银行上班，她把第

一个月的工资拿出来为爷爷买了药，剩下的
钱，让她爸爸置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好好孝
敬一下奶奶。孙女粱学凤，打工挣的钱，第一
笔开支也是给爷爷买药。

远在黑龙江大庆市的梁化儒，今年已经70
岁了，是宋其芳的三弟。得知记者要去采访他
的二嫂，感动得老泪盈眶，连续给羊流镇党委
书记、镇长发来两封信函，叙述了自己在1963
年17岁闯关东的情景，当时二嫂宋其芳把一直
舍不得用的新婚被褥拿出来给他带上。

几十年来，“老嫂比母”的情节一直在幼
年丧母的梁化儒心中翻滚、升腾。他在信中
说，“二嫂宋其芳是我们这个家的‘老黄
牛’，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更没有二哥梁元
三了，她是我们这个家的‘大功臣’，是我们
家的‘护身符’。”

□ 本报记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魏文婷 邹宗峰 冯兰新

由于泰安作为旅游城市的特殊地位，对供
电可靠性要求较高，但由于局部地区负荷快速
发展，主变容量不能满足负荷需求，已出现重
载运行主变。

面对这一现状，“十三五”期间，泰安市
新建110kV变电站38座，新建变压器51台，扩
建变电站19座，变压器17台，着力解决配网工
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配网精益化管理和优质
供电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通过配电网自动化建设及标准化抢修系统
的完善，泰安城市配电网架越发坚强，抢修速
度越发迅速，一次次的配电网的嬗变带来的是
对城市建设提供的坚强支撑。

自动化建设

提升配网“自愈”能力
“配电自动化系统是配电网的核心技术平

台，它利用遥测、遥信、遥控技术，应用各模
块的信息集成，实现配网的科学管理。它相当
于配网的神经系统，对配网故障实时感知，快
速响应。”国网泰安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专工

冯兰新介绍说。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的配电自动化建设与应

用同步开展，杜绝了以往配电自动化工作“重
建设、轻应用”现象。建立了“专业化管理、
属地化运维、集中化检修”的运维模式。

位于泰安市市政广场的广场环网柜，排列
着6面开关柜。经过自动化改造后加装了电控
装置、自动化终端装置、高速光缆传输装置，
可以让远方的调度台轻而易举地对现场开关进
行操控。

截至2015年，泰安配电网已经完成2985台
柱上开关、533座开关站、312条线路的配电自
动化改造，形成了覆盖全市的配电自动化网
络。

标准化抢修

变被动为“主动”出击
2月22日14点41分，泰安10千伏南湖线顺河

小区开关跳闸。随之，配网自动化终端报警，
配电自动化系统自动判明故障点。调度人员根
据配网自动化提供的辅助策略，对10千伏南湖
线配电自动化机构进行远程操作，15点5分，
将故障区域进行隔离，对非故障区域进行恢
复，前后耗时仅24分钟。配电网抢修从“被动

式”到“主动式”，这正得益于泰安配网抢修
指挥体系的高效运转。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配网抢修指挥体系高度
融合配电自动化、地理信息系统、95598、生产
管理系统、用电信息采集等系统，开发了调度
应用、故障抢修指挥、智能巡检、智能开闭所
综合监控、风险评估等功能模块，实现了配网
生产、抢修业务的统一高效管理。为提高抢修
工作效率，公司设置了7个城网抢修点和21个
农网抢修点，抢修人员从接单起到抵达现场的
平均时间可控制在30分钟以内。

通过完善配网故障分析机制，严格“说清
楚”制度，常态化开展“一清四防”，严格配
电自动化主站、终端验收投运和应用，加强主
动抢修示范台区建设和主动抢修服务，2月以
来，实现直供区、县公司配网故障停运率分别
降至2次/百公里·年、4次/百公里·年以内，较
上年降20%。直供区、县公司不停电作业次数
不低于200次/百公里·年、60次/百公里·年。终
端在线率达98%，消缺及时率100%，遥控成功
率92%，低压信息采集覆盖及准确率达到86%。

市县一体化

实现上下“协同”管理

3月3日，国网肥城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站在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的协助下，通
过协同配合圆满完成10千伏云新线13号杆地电
位带电接火工作，保证了云新线沿线所带居民
和工商业用户的可靠供电。

自去年以来，国网泰安供电公司成立了市
县联合的带电作业中心，实现电网检修时能带
不停，管理上实现市域、县域的统筹管理、科
学调度，最大力度发挥带电作业优势。

通过市县公司配网一体化建设，配网精益
化管理和优质供电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目前，该公司共完成重复跳闸线路治理15
条次，老旧线路改造8条次，绝缘化改造832
处，清理树障12110棵，改造治理重过载配电变
压器146台。

当前，国网泰安供电公司配网工程改造正
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投资1 . 33亿元，新建改
造10千伏线路206 . 27公里，0 . 4千伏线路1113 . 92
公里，新增更换配变470台、10 . 1万千伏安。积
极配合市政府开展城区管线改造，完成104国
道迁改工程等工程29项。

落实省电力公司“阳光扶贫行动”专项工
作要求，国网泰安供电公司组织完成直供区
736个中低压配电网台区普测工作，605个贫困
村配电网建设改造全面加快。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王瑜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10日8点，泰山春季半程马

拉松暨首届泰山国际长跑节在岱岳区政府广场正
式拉开帷幕。在风景如画的泰山脚下，来自16个
国家的3000多名运动员们共同欣赏山城秀丽景
色，挥洒运动汗水，享受速度激情。

在起跑现场，一幅幅泰安旅游的宣传画成为
选手争相合影热捧的一大亮点，充分展现了泰安
全域旅游的新形象、新风采，塑造了泰安中外旅
游目的地城市的品牌形象。泰安市旅游协会还组
织旅游景区、饭店、旅行社等相关涉旅企业在现
场发放泰安旅游宣传资料，向马拉松选手推介泰
安旅游的新产品、新线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
动健儿们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感受到幸福泰安
旅游的独特魅力。

此次泰山春季半程马拉松赛暨首届泰山国际
长跑节的举行，是泰安贯彻落实“打造中外著名
旅游目的地城市”目标要求的重要举措，“旅游
+体育”的崭新尝试，拉开了泰安“旅游+X”营
销模式的序幕，实现了旅游与体育的深度融合，
除了一年一度的泰山国际登山节，泰山春季半程
马拉松赛这项体育赛事，将成为宣传推介泰安旅
游目的地城市品牌形象的又一新平台。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刘华冠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泰安特检对东平某食品

厂的14台蒸汽夹层锅进行了全面检验工作。经检
验检测发现有8台夹层锅内外表面（焊缝及热影
响区）存在多处裂纹，及时联系企业技术负责
人，下达《特种设备检验意见通知书（2）》，
并落实处理工作。此次检验及时发现问题，消除
了安全隐患，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事故，确保了特
种设备安全运行和人名的生命财产安全。

夹层锅广泛应用于各类食品的加工、大型餐
厅等，是食品加工提高质量、缩短时间、改善劳
动条件的良好设备。由于其容积不大，往往不易
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没有严格管理，由此引发
夹层锅的事故也时有发生。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海宁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日前，济南至泰安高速公路工

程进行第二次环评公示。环评公示中给出了包括
“禁止车辆鸣笛”、“采用低噪音路面”等防治
噪声的措施，将济泰高速打造成一条静音公路。

据了解，该公路工程计划在今年10月开工，
预计将在2020年3月底建成通车。通车后，驶入
该公路车辆会迅速增多，势必带来噪声污染。

为此，此次环评公告给出一系列防治噪声污
染的措施，包括采用低噪音路面；对沿线距离住
宅、办公等敏感建筑较近、噪声预测超标、受影
响的人群数量较多的路段设置隔声屏障和隔声门
窗；严格禁止重型车辆、拖拉机等通行，禁止车
辆鸣笛，限制车速；严格控制在紧邻道路位置兴
建住宅、医院、学校等噪声敏感建筑，邻道路一
侧应顺路的方向布置商店、健身房、停车库等非
噪声敏感建筑，建筑物合理安排房间的使用功
能，对紧靠公路的房间宜设计隔声窗。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肖根法 朱英丽 报道
本报新泰讯 4月8日，为适应档案事业发展

需要，新泰市档案局举办档案业务培训班，邀请
省档案局业务处专家，讲解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及
数码照片档案整理等相关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

近年来，新泰市档案局积极围绕“阳光档
案，服务万家”的服务品牌，创新档案工作机
制，重点突出档案服务职能，着力提升档案服务
水平。机关人员以制度规范自己的言行，整体素
质不断提升，机关争先创优意识显著增强。

目前，新泰市档案局馆藏档案已达237个全
宗，构建起19个门类的综合档案馆，2014年获评
全省档案利用工作“最佳服务窗口”，去年获
“全省档案宣传工作先进集体”、“泰安市档案
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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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城市配电网嬗变

“下辈子我还做你的拐杖”
——— 羊流镇李官庄村宋其芳照顾病瘫丈夫54年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侯飞 报道

1 4日晚，在泰安
市、区两级指挥部的统
一指挥调度下，泰安市
城市管理局、公安、消
防、交警，区城管局、
工商局、环保局、食药
监局、卫生监督局、辖
区办事处、城管办等多
部门联动，严格按照执
法程序，对违规烧烤、
违法建设、占道经营、
店外经营、流动商贩等
行为，进行重点查处。

“旅游+体育”
开启营销新模式

食品企业蒸汽夹层锅
特检完结

济泰高速
将打造静音公路

新泰市档案局
创新深化服务品牌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赵鹏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18日，泰安市城管局直属

执法二大队队员在进行日常巡查时，发现擂鼓石
大街西段人行道上堆放了很多建筑垃圾，不仅影
响了市容，且影响行人正常通行。经核查为某部
门道路施工后遗留。

面对执法人员的调查询问，施工负责人称，
道路施工后遗留在了公共区域，一直没有清理。
执法人员向其告知相关法律法规后，施工负责人
当即表态对造成的违规事实无异议，也愿意承担
相关责任。在执法队员的监督下，当事人于当天
就将这堆垃圾清理干净，道路恢复了畅通。据执
法队员介绍，泰安将继续加大对乱堆乱放建筑垃
圾等不文明行为的整治力度，持续巩固创城成
果，确保为广大市民创造一个更加整洁、有序的
生活环境。

严查建筑垃圾
乱堆乱放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桑学阳 报道
本报宁阳讯 4月17日晚7点，宁阳县伏山

镇施家村村委会议室里灯火通明，57名党员和
群众代表聚集在这里，个个神情严肃，因为村
里一项延续了几十年的老规矩今天晚上就要改
了。

村党支部书记施广田首先开了腔：“今天
晚上召集大家来，还是我们之前已经商量了2
次的殡葬改革问题，现在，经过大家的讨论和
汇总，已经初步形成了我们施家村的殡葬改革
意见，下面把这个初稿宣读一下，大家共同讨
论讨论，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地方
不？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咱今晚就表决一
下。”

接着，村委会主任侯胜军给大家宣读了意
见，概括起来就是村里的殡葬改革10条规定，
其核心是移风易俗，制止大操大办，减轻丧葬
户负担。

意见包括：未来村集体将出资购买丧事所
需的篷布、桌子、凳子、喇叭、锅炉等物品，
免费供应给丧葬户；不准丧户购买摇钱树、纸
车、纸马、纸牛、纸轿、阴宅等物件；取消吹
鼓乐和白布大孝，由喇叭和袖章代替；整个丧
局由丧葬户出资1500元作为丧葬费用，不得超
支；所有忙人在治丧期间，不拿丧主一盒烟，
不吃丧主一顿饭，违者一律重罚并通报。

宣读完毕，会场立刻炸开了锅。“不吸一
颗烟，不吃一顿饭，有些不尽人情。”“摇钱
树和车马牛轿都是出嫁的闺女给买的，人家往
这拿，咱不好管。”“现在生活富裕了，适当
地讲讲排场也情有可原……”

尽管会场里对更改这个老规矩有不同声
音，但更多的人还是持赞成态度。

党员巩保华心直口快、说话很实在：“我
觉的这10条规定得好，人死如灯灭，办得再场
面老人也不知道了，还不如趁老人现在活着，
把发丧的钱省下来，让老人多吃点好的。”

村民代表王淑秀对村里的殡葬改革双手赞

成：“其实大家以前丧事摆阔气也不是情愿
的，就是为一个面子，现在好了，村里有规定
了，大家都心理平衡了。”

以前干过丧事“大总理”的刘汝会也深有
感触地说：“真该刹刹这股邪风了，现在办丧
事是一家比着一家，你这次花了6000，我下次
就花9000；你这次买个纸马，我下次就扎个纸
牛、纸轿，虽说现在家庭条件好了，但在这方
面比阔气，钱花得有点冤。”

会议讨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在集思广益
之后，大家开始对这项改革意见进行现场表
决。当主持人宣布：“同意这个意见的请举
手”时，在场的57名党员和群众代表齐刷刷地
举起了手。

村支部书记施广田根据表决结果，当场宣
布：新的殡葬改革意见从今天开始执行。

最后，全体参会人员在新的殡葬改革意见
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摁下鲜红的
手印。这项延续几十年的老传统终于有了新变
化。

小山村刮起移风易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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