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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 辉

广告

□ 王宜胜 左丰岐

8月20日，笔者穿行于费县的群山之
间，看到该县石井镇大安村附近的三座荒
山上，数千块光伏板覆盖在山坡上，吸收
着太阳光转化着能量，一条条电力线路蜿
蜒向前，串起山下一个又一个美丽村庄。
同行的国网费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石增辉说：“在落实光伏扶贫这一政
策中，我们电网企业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
社会责任，全力推进光伏扶贫，确保光伏
发电给贫困户带来真金白银。”费县石井

镇光伏发电项目，作为扶贫项目之一，充
分利用荒山建设光伏发电站，把荒山变成
了“能源山”。

“光伏发电扶贫作为一种精准扶贫的
方式，费县供电公司积极配合，在项目流
程、线路建设、加快并网、补贴发放等方
面有效衔接，加快了光伏发电的早日运行，
提前让贫困户得到了实惠。”石井镇党委书
记彭建由衷地感谢。目前，石井镇石井村已
经建设光伏电站100千瓦，作为村集中式光
伏电站样板，带动其他村发展光伏电站。据
悉，该项目装机总容量9万千瓦，总投资11

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平均上网电量约
10409 . 6万千瓦时，年电费收入1 . 2亿元左
右。

“家里安装了光伏电站，就相当于养
了只不吃不喝光下金蛋的鸡。”费县新庄
镇相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高兴地说。相家庄
村利用3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设了
4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现在一年的
发电量有3 . 5万度左右，每年有3万余元的
收入，为每个贫困户带来近200元分红。
新庄镇除了相家庄村，还有永盛村等6个
村实施了光伏发电项目，并已全部通过供

电部门并网发电。
近年来，费县布局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突出产业扶贫主线，探索实施切实可
行的产业扶贫模式。在光伏扶贫项目攻坚
项目中，费县供电公司积极响应“国有企业
承担更多扶贫开发任务”号召，坚持发挥行
业优势，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开辟绿色通
道，全力推进光伏扶贫工程。先后投资420
万元，升级并网配套工程，仅用5个月就将5
个10千伏光伏电站、6个低压光伏站、710
户分布式光伏户全部并网发电，帮助贫困
户和村集体实现了早得利、早脱贫。

□ 林洁 左丰岐

8月19日，国网牟平供电公司供电服务窗口正式进驻政
务服务大厅，电力服务人员在政务大厅供电服务窗口就可为
用电客户提供各项用电服务，这是牟平供电公司落实优化供
电营商环境部署的一项具体举措。

为积极优化供电营商环境，牟平供电公司严格执行省市
公司的《关于进驻政务大厅业务实施规范》，在政务服务大
厅设立供电服务窗口，选派专人为用户提供用电报装、电费
政策等相关业务服务，并设AB岗保障，按照营业窗口人员
服务规范执行，实行“首问负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展
示公司形象，为地方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供用电环境，

牟平供电公司从设施、服务、制度等多个方面推进服务
窗口建设。规范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服务，按照“一窗受理”
相关要求快速办理用电业务，确保简单业务“一次都不
跑”，复杂业务“最多跑一次”，积极推广用电业务“线上
办理”。注重提速提效，优化营商环境，建立营商环境问题
反馈机制，常态开展影响营商环境问题的检查分析梳理。持续
深化业扩全流程管控，进一步精简业扩工程审批、招标、建设
等各环节流程，做到内转外不转，确保客户足不出厅，一次办
好。广泛开展“简化获得电力”、服务新旧动能等宣传策划，营
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提升客户“获得电力”感知度。

□陈宜勇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我们力争培养10名行业拔尖的‘临矿工

匠院士’、50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首席高级技师、500名高
技能技师，全面推行员工职业发展‘攀登工程’。”日前，
山东能源临矿古城煤矿负责人说。

为推动人才队伍建设横向拓宽、纵向延伸、全面发展，
古城煤矿进一步畅通人才发展渠道，实现管理、技术、技能
“三通道”互通互联的“十二级”平台，并制订了一套实
用、适用、专用的技能通道管理办法，用实实在在的事业前
景让该矿员工获得荣誉感、存在感、成就感、满足感、幸福
感，激发创新创造创效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

“聘任技师及以上的持证人员执行相对应管理序列的
90%的薪酬，聘任技师以下的持证人员计件工资在原来的基
础上提升5%—20%，未聘任人员通过考核按一定比例每月享
受技能补贴。”古城煤矿劳资社保科长吴平平说，“2018
年，我们以培养更多技能人才、解决更多生产难题为目标，
追加了技能补贴额度，其中技师为每月400元，高级技师为
每月800元。对技能通道聘任人员，我们制订了任期内量化
考核指标，推开了制度障碍、敞开了机遇窗口，最终形成畅
通技能通道的良性循环。”

为清晰地捕捉各专业、各层次、各级别的技能人才现
状，打造稳固有序的技能人才梯队。古城煤矿全面搭建了技
能人才大数据平台，对进入技能人才库人员建立技能人才档
案，并将技能人才库人员按专业和层次划分，制作了一张技
能人才结构图，一目了然地看出哪个专业有短板，从而为下
一步技能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提供了清晰明了的指示路径。

目前，古城煤矿已经有497名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的持证人员被纳入技能等级人才库；对于近些年来参加矿
级、市级、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并拿到优异名次的职工，
有249人次进入技能比武人才库；对于历年来获得地方或者
行业技能大师、技术能手、首席技师等技能方面荣誉称号，
以及获得技能方面专利成果的技能人才，有12人连同他们所
获得的荣誉，被载入了技能荣誉成果人才库。

□张治林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提高员工安全意识

和操作技能水平，防止人身伤害事故和人员责任事故的发
生，8月27日，国网济南供电公司精心组织开展青年员工手
写操作票技能竞赛。

操作票制度是保证运行人员正确进行操作，防止发生误
操作的有效技术措施。严格执行操作票制度可以有效杜绝人
为责任事故，杜绝恶性误操作事故。此次技能竞赛旨在考察
青年员工对变电站运行方式及手写操作票技能的掌握情况，
通过考察查缺补漏，进一步提升青年员工基本技能水平。首
先，考察青年员工对220千伏线路停送电操作票以及变电站
主变停送电操作票的掌握情况。其次，根据操作票填写情况
进行有针对性地点评，从细节出发，找出存在的不足和薄弱
环节，确保操作票无疏漏。

通过本次基础技能竞赛，营造了比、学、赶、超的主动学习
氛围，强化了青年员工积极上进的竞争意识，真正将“安全、规
范”的理念植入到员工平时工作之中，确保时刻绷紧安全这根
弦，夯实基本技能，切实站好每一班运维岗。下一步，该公司将
进一步建立完善青年员工培训平台，不断提升员工基本技能
水平，根据培训计划每周进行基本技能竞赛考评，对考评结果
进行分析、反馈，切实提升青年员工基本技能水平，助力青年
员工成长成才，助推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 左丰岐

日前，记者到山东能源临矿集团王
楼煤矿采访时看到，该煤矿在采煤塌陷
地上建起了农业生态园，放眼望去阡陌
纵横、绿树成行，荷香鱼肥、瓜果飘
香，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塌陷地
变身生态园，令人称赞，也让人沉思，

塌陷地治理并非容易之事，但是找准了
思路办法，塌陷地就不再是包袱，而会
成为财富。

山东是煤炭生产大省，煤炭开采不
可避免地对地层造成扰动，使得地层原
始应力平衡状态遭到破坏，从而发生移
动、变形和塌陷，形成采煤塌陷区，给
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部
分地块可能绝产绝收。截至2017年底，
全省累计形成采煤塌陷地110 . 09万亩，
完成治理53 . 92万亩，占总量的47%。

山东煤炭开采已有百年历史，采煤
塌陷地问题实际上伴随着煤炭开采，也
有百年历史。目前，山东各地也探索形

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比如，新泰、微山农光、
渔光互补光伏领跑者项目、龙口道恩工业
园等产业治理项目，既实现了塌陷土地的
高效再利用，又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但是，不可否认，我省采煤塌陷地
治理还存在着诸多掣肘因素，有待进一
步理顺；多数治理标准不高，治理规模
小，缺少有示范带动和较大有影响力的
项目；长期稳定的治理体制机制有待完
善。

众多困难面前，更需要企业的担当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个体的努力实
践探索治理新模式新路径，为全省塌陷

地治理蹚出一条新路。王楼煤矿于2015
年初成立了专门的生态农业公司，探索
通过开展土地流转，开发生态农业，实
行采煤塌陷地复垦治理新模式。目前，
已经形成农业种植、养殖、农产品初加
工三大支柱产业，涵盖六大板块，已成
为微山湖西生态农业一景。他们又瞄准
了高端水产养殖，力争打造出新的经济
增长点。

从王楼煤矿的实践也可以看出，塌
陷地治理并不难，难得的是有决心、有
毅力，有好的思路和办法，一旦找准了
路子、铺下身子干，塌陷地就不再是累
人的包袱，而是充满魅力的富矿。

□ 本报通讯员 刘锴 林亮
本报记者 张思凯

8月19日，台风“温比亚”过境潍坊，
造成潍坊全市2条110千伏线路、15条35千伏
线路、69条10千伏线路发生故障，2195个供
电台区停运。面对史上最强过境台风带来的
洪水暴雨侵袭，潍坊供电系统2069名员工迎
难而上，打响了一场史无前例、扣人心弦的
供电保卫战。

听汛而动，

重灾区亮起第一盏灯

“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责任央企，越是
急难险重，越要冲锋在前，把困难留给自
己，把光明送还百姓。”国网潍坊供电公司
总经理王训杰说。

8月19日下午，潍坊大部分地区降雨量
超过200毫米，阵风达到10级，狂风、暴
雨、树断、杆倒……潍坊电网面临着几十年
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青州王坟镇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虽然因雨势大、水流急正常抢修工作无法开
展，乡镇供电所员工仍先按照“水进人退电
停”的原则，对部分低洼、水淹线路台区设
备采取停电措施，杜绝出现人身触电伤亡事
故。居民生产生活离不开电，抗台救灾同样
高度依赖电力供应。在接到求援信息后，青
州供电公司立即派出3辆应急电源车逆流而
上，驰援灾区。

当日19时15分，伴随一声引擎轰鸣，前
线救灾指挥部所在地王坟镇政府亮起了第一
盏灯，这对于灾区百姓与广大赈灾干部员工
而言，是无声的希望，也是莫大的鼓舞。

争分夺秒，

洪水旁恢复线路供电

与青州南北相望的临朐县电网损失同样
严重。8月20日凌晨4时，临朐供电公司输
电、变电、工程公司及各供电所组成的16支
抢修服务队，共275余人迅速赶赴寺头镇，
他们同样也是全县首支大规模进入灾区的队

伍。
洪水淹没了附近的河沟、农田，抢修人

员三五成群，手拉手趟过三道泛滥的洪水
沟，肩扛人抬将抢修物资及工器具一件件运
送到现场。

正午时分，抢修现场仍然一派忙碌。
“午饭看来又泡汤了，几点能送上电？”面
对提问，抢修队长马云禄不假思索地说：
“灾区老百姓家里用电都还没着落，这个时
候没人能吃得下饭，我们要尽快完成工作，
不送上电就不吃饭。”

挤出的午餐午休时间为提前送电创造了
有利条件。13时25分，35千伏冶寺线送电成
功，半小时后，35千伏寺头变电站重新启
动，10千伏金矿线、吕匣线、青崖线相继恢
复运行，将充沛的电能重新送进每村每户。

党徽闪亮，

是党员就要冲在最前线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抗灾抢险一
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时时处处都在释

放着红色正能量。8月19日晚，110千伏金
马变电站隧道塌陷，影响了部分重要客户
和居民供电。相较于架空线路，地下电缆
的抢修更加困难复杂，为保障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居民小区的正常供电，潍坊
供电公司派出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驾驶应
急电源车赶赴现场，为他们提供应急临时
用电保障。

8月20日上午，在东方大酒店后院，保
电人员孟宪英、叶卫青正与酒店管电人员交
待应急供电有关流程、注意事项。两名老党
员的年龄之和已将近120岁，仍旧站在保电
最前线。他们一人检查校验设备状态，一人
向酒店管电人员实时问询负荷情况，每顿午
饭都是在14时以后才能匆匆吃上两口。对于
明年1月就要正式退休的孟宪英，这可能是
他最后一次执行抢修保电任务，但是他仍然
像年轻时一样，站好每一班岗。

国网潍坊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李作兵说：
“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就要敢于冲锋在前，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为抗灾抢险贡
献力量！”

□ 鞠同心 张思凯

“卖电的比我买电的还着急，主动登
门，反复测算，一月就省出11万元，真得感
谢 枣 庄 供 电 公 司 这 种 私 人 订 制式的 服
务……”日前，枣庄杰诺生物酶公司经理
宋再伟激动地说。

两月前，该公司扩建增容8700千伏安，
生产线处于磨合期，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帮
他们测算用电容量，将基本电费收取方式
由变压器容量改成执行生产线最大需量两
部制电价，每月节省基本电费11 . 33万元。

这是枣庄供电公司实施“三优四减”一揽
子行动带来的变化。

“电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一环，也
是企业客户成本的一部分，加快办电流
程、降低用电成本可直接大幅提升企业客
户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枣庄供电公司总
经理张爱祥介绍说，“三优”包括优化管
理模式、组织架构、配套工程管理，他们
对全市8个重点园区、98项重点项目明确服
务专属客户经理，下放10千伏业扩报装管理
权限，简化10千伏及以下配套工程实物储备
流程，紧急项目实施先领料后立项的物资

管理模式，坚持10千伏及以下客户工程“先
接入、后改造”，实现客户诉求“一站办
理”、现场服务“一次到位”。“四减”
包括压减流程环节、接电时间、办电资料、办
电成本，10千伏客户推行“方案预编，现场答
复”的供电方案编制模式，坚持业扩接火“能
带不停”。加快融入政府“互联网+”政务平台
建设，高、低压客户申请用电资料分别精简
至3项、2项，办电环节分别压减至4个、2
个，平均接电时长加快4 . 61天。

枣庄供电公司还落实山东省《关于简化
电价分类，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水平有关事

项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实现全市6 . 4万农业
客户农业生产和农业排灌用电同价，降低农
业生产用电价格每千瓦时0 . 02元（含税），累
计降低农业用电成本44 . 79万元。

截至8月中旬，枣庄供电公司累计为企
业降低用电成本5746 . 72万元。其中，为12个
重点客户建设供配电设施至客户红线，节
省客户投资600余万元；引导全市85家客户
参 与市场 化 交 易 ， 降 低 客 户 用 电 成 本
4176 . 83万元；为全市11 . 67万户工商业客户
和6 . 4万农业客户降低电价，节省用电成本
970 . 72万元。

枣庄供电“三优四减”优化营商环境 牟平供电服务窗口
进驻区政务大厅

古城煤矿全面推行
员工职业发展“攀登工程”

济南供电开展青年员工
手写操作票技能竞赛

□陈宜勇 袁园 左丰岐 报道
8月24日，山东能源临矿集团

古城煤矿举行以“让爱心点燃希
望，用行动播种阳光”为主题的
2018年度“金秋助学”活动，为
考入大学的31名学子颁发了助学
金和行李箱。助学物资发放达到
10多万元，资助资金、资助力度
均突破矿井历史之最。

潍坊供电系统2069名员工齐聚灾区

为了那一缕光明，他们日夜兼程

费县供电光伏扶贫把荒山变成“能源山”

塌陷地不是包袱是财富

□张娟 报道
8月下旬以来，山东能源龙矿集团供电部将员工岗位风险

源辨识与现场操作手指口述相结合，推进安全管理由事中参
与、事后处理向超前预防、预控转变。图为该部员工严格执行

“两票三制”和安全生产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进行正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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