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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 辉

□ 本报记者 张楠 本报通讯员 侯英杰

“我的孩儿啊，你真是我们的好干部”，日前，巨野县柳林
镇柳林村92岁的老大娘，拉着来自山东省能源局的省派第一
书记王冲的手深情地说。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源于一件小事。

一天，王冲在镇上碰到一位来询问老龄补贴事情的老大
娘，但因其口齿不清、耳背，总是讲不清楚也听不明白，王
冲见状，帮老大娘问清楚补贴的事情，并耐心地给老大娘讲
明白后，骑电瓶车把她送回了家。老大娘感动地掏出手帕里
皱巴巴的十块钱，非要塞给王冲。“您留着自己花，保重好
身体，党的政策会越来越好的。”王冲说完，又给老大娘买
了些米油面等必需品。

2017年2月，王冲来到柳林镇柳林村，开始了驻村第一书
记的工作生活。一入村，他便走街串巷，了解民情。经过协
调，为村里修建了文化健身广场，组织了20余次广场舞展演
和豫剧演出，村民的文化活动逐步丰富起来。王冲深知基层
党建对村庄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加强学习、严格组织生活增
强党员的归属感，提高凝聚力；通过建立健全重大事务民主
科学决策、党务村务公开、村级资产和财务管理等制度，推
动各项工作落实；通过修缮老旧村委会和建设300平方米新
的党群活动中心，提升党员干部和村级形象；通过完善选举
程序、派驻公安维持现场秩序、全场录像加强监督等措施，
做好村支部换届选举工作，选出了一支真心为民服务、能干
事的村两委班子。

仅用三个月的时间，王冲就先后跑了10多个乡镇调研，累
计带领村干部、村民代表30多人次考察学习。最终决定将资金
用于祥泰木业二期工程和服饰加工，作为村庄扶贫项目。目
前，项目第一年的8万元收入已经发放到贫困户手中，今后每
年村集体收入将达到10万元以上，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村庄的
造血能力。

两年来，在省能源局的帮助支持下，王冲带领村民共修
建道路4 . 7公里，建设了占地7000平方米的柳林集贸大市
场，修建了500平方米文化健身场地，投资10万元用于村内
绿化项目，布设镇村一体化下水管道3000余米，打井17口，更
换民用电变压器5组，新上路灯100盏，电网改建工作取得良好
成效。为村民更换自来水设施，开展改厕工程，惠民1000余户。
共投入资金13800余元开展春节、中秋送温暖、到帮包户家中
走访慰问等活动，为他们送去了棉衣、面、油等生活必需品，累
计惠及贫困群众76人。申请助残致富奔小康项目，扶持16户残
疾人脱贫致富，目前全村174户344人贫困户全部脱贫。

王冲用一件件小事让柳林村村民感受到了党的关爱和温
暖，用博爱的胸怀、敢于担当的责任，忠诚、公正做事，把
事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成为了群众的知心人。

□ 本报记者 左丰岐
本报通讯员 缪久田 王梦学 范兴驰

“五大工程”重点大幅推进

2016—2018年，我省共完成农网工程总投
资431 . 7亿元，占5年规划投资的85 . 2%。重点推
进了机井通电、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
级、村村通动力电、中央预算内农网改造升级、
省定贫困村电网改造升级等五大工程。

机井通电工程总投资116 . 18亿元，完成42
万眼机井通电任务，机井通电覆盖农田面积
达4183万亩，减少农民灌溉支出约25 . 1亿元。

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总
投资57 . 3亿元，惠及7276个小城镇（中心
村）、农户382万户，惠及人口1378万人，
为农村路、水、医疗和教育提供了基础支
撑，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村村通动力电工程总投资0 . 96亿元，新
建、改造10千伏及以下线路434 . 96公里，新
增配变324台，新增配变容量55 . 3兆伏安，
解决432个村通动力电，惠及农户7 . 0205万
户，惠及人口22 . 543万人。

中央预算内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总投资
15 . 5亿元，完成4个批次中央预算内农网改
造升级工程，满足了临沂、菏泽、聊城等8
市33个县沂蒙革命老区等人民生产生活用电
需求。

省定贫困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总投资
11 . 16亿元，完成8649个贫困村电网改造升
级。

农村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实施以来，我
省农村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总体水平继
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供电能力全面增强。县域全社会用电量、
居民生活用电量、居民户均用电量较2015年
分别增长18%、25%和23%，激发了农村群众用
电的积极性，带动了农村小加工、小作坊、
高效农业、养殖业等产业蓬勃发展。

供电质量大幅提高。2018年，全省农网
供电可靠率达到99 . 847%，综合电压合格率
达99 . 87%，实现农村从“用上电”到“用好
电”转变，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乡村电
气化等战略部署奠定了良好电力基础。

网架结构日益优化。目前，各县（市、
区）均实现2条及以上110千伏线路与主网联
络，110千伏、35千伏电网已经形成链式、双
辐射为主的网架结构，停电范围大大缩小。

智能化率大幅提升。县域农网配电自动
化全覆盖率由2015年的59%提升到100%，配
电通信网覆盖率由71 . 1%提升到95%，智能电
表覆盖率由89 . 9%提升到99 . 1%，率先在全国
实现农网配电自动化全覆盖。

新一轮农网改造继续升级

今年，投资83亿元继续实施新一轮农网
改造升级工程。

全力推进迁建配套电网建设。建设黄河滩
区迁建配套电网，确保到2020年建成结构合理、
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智能高效的现代农村电
网，满足滩区迁建居民用电和产业发展需求。

持续加强深度贫困地区电网建设。重点聚
焦“4个2”地区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用电需
求，以满足新增用电需求为重点，持续加大
投入，逐步消除电网薄弱区域，助力全省脱
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

加快推进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加
大投资力度，加强过程管控，督导督促在建
项目进展进度，确保工程建设按期完成，为
城乡电网一体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
生活质量改善提供更好的电力保障。

每年到达地球表面上的太阳辐射能约相当于130万亿吨
标煤，其总量属现今世界上可以开发的最大能源。它为人
类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使社会及人类进入一个节约
能源减少污染的时代。进入21世纪，太阳能的利用日益广
泛，除了我们常用的热水装置，还可以利用太阳能制冷、
发电、烹饪等。

太阳能热水器是最常见的太阳能光热利用方式，一般
人想不到的是，太阳能还可制冷——— 将太阳能转换成热
能，再利用热能驱动制冷机，就能实现制冷的目的。其最
大优点在于季节适应性好:一方面，夏季天气炎热、太阳辐
射强度大，人们对空调的需求大；另一方面，由于夏季太
阳辐射强度大，使依靠太阳能来驱动的空调系统可以产生
更多的冷量。而且，太阳能空调采用非氟氯烃化合物为工
质，对大气层无破坏作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其系统无运
动部件，运转噪声更低……现在一种更发达的技术将夏季
制冷、冬季采暖和其它季节提供热水三种功能结合起来，
做到了一机多用，四季常用。

除了光伏发电，太阳能还可进行热发电——— 通过水或
其他工质和装置，先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再将热能转化
成电能。从低温、中温、高温三个方面来看，目前太阳能
的低温利用主要有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干燥器、太阳能
蒸馏器、太阳能采暖（太阳房）、太阳能温室、太阳能空
调制冷系统等，中温利用主要有太阳灶、太阳能热发电聚
光集热装置等，高温利用则主要有高温太阳炉等。

在传统化石能源资源面临枯竭的今天，世界上越来
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尽可能多地用太阳能等洁净能源
代替高含碳量的矿物能源，是能源建设应该遵循的原则。我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约占商品能源
消费结构的76％，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大力开发
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技术，将成为减少环境
污染的重要措施。从长远看，太阳能利用技术和装置的大量
应用，也必然可以制约矿物能源价格的上涨。根据目前太阳
产生的核能速率估算，氢的贮量足够维持上百亿年，而地球
的寿命也约为几十亿年，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太阳
能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用太阳能也是前景十分
广阔的。（张思凯 张成泉 范兴驰 整理）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创造新生活形态的太阳能

王冲：

把一件件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供电能力供电质量供电可靠性全面提升

我省新一轮农网改造全国领先

农网改造：急民之所需 解民之所忧

◆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十三五”期间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的意见》要求，从2016年开
始，我省利用两年时间，扎实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突破了一系列制约农村电网发展的瓶颈，实现了
供电能力、供电质量、供电可靠性的全面提升，再创“山东速度、山东质量、山东模式”，让我省新一轮农网
改造全国领先。

◆近来年，我省扎实推进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急民之所需、解民之所忧、思民之所盼，解决了农村电网建设过过去多年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问题。近期，记者赴部分地区进行了采访，了解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给农村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展望农村电网建设对拉
动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

□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田尉钧 董啸 报道

本报武城讯 6月23日，武城县郝王
庄镇一取土现场误碰电缆，导致两个村庄
机井无法用电，严重影响田地浇灌。国网
武城县供电公司迅速行动，经过2小时抢
修，恢复正常供电。

近年来，武城县将农网改造升级项目
列为“为民办实事”重点工作，以提升农
网建设标准、提高农村居民用电质量为目
标，将农网改造建设与服务当地经济民生
相结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充分展现责
任央企形象。

记者在武城供电公司看到了一份摁着
23个手印的感谢信。这是老城镇军营村和
李庄村1246名村民的心声：感谢供电公司
服务乡镇建设，保障新农村供电服务。

军营村和李庄村两个村庄共用一台50
千伏安的老式变压器，两村供电半径较长，
且农排线路线径较细，老化严重。每逢农灌
时节，变压器最多只能供6台机器运作浇灌
田地，村内常常因为抢夺浇灌机会而产生
纠纷。该公司实地勘察了两个村庄的供电
状况，制定了农网改造方案，完成军营、李
庄两村的机井通电工程任务。

农网改造后的军营、李庄村，电网环境
焕然一新，困扰村民多年的灌溉难问题解
决了，村民浇水终于用上了安全稳定的“放
心电”。

武城县机井通电工程全部竣工后，解
决了全县4175眼机井用电难题，受益农田
40万亩，每年为老百姓节约灌溉资金1300
余万元。真正做到了“有井可供、有水可
抽”，受到当地村民的大力赞扬。

“机井通电”暖民心

□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李 宁 王春义 报道

本报东明讯 “以前土地向外承包，
一二百元一亩没人理。现在通了电，承包
价格涨到一千多元一亩。”日前，东明县辛
甸集村党支部书记赵东方对黄河滩区电
网改造工程赞不绝口。据估算，当地村庄
实现“电灌”之后，每年增收就能达4600万
元。

东明县位于鲁西南平原，是黄河入鲁第
一县，滩区在黄河西岸有7个村的土地共计
5 . 8万亩。农田土地肥沃，适合种植多种农作
物，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这片
农田一直未接通灌溉电源，滩区群众“守着
黄河浇地难”，给当地农田灌溉和发展绿色
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去年，我省组
织有关部门多次调研，“现场办公”，制订跨
越黄河10千伏线路供电方案。

2018年12月4日，山东境内单塔最高、
塔重最大、跨越最长的10千伏线路——— 东
明县跨越黄河10千伏润农线正式通电，受
惠群众1 . 3万人，为黄河滩区扶贫攻坚提
供了坚强电力保障。

为打好我省扶贫攻坚战，国网山东电
力先后投资5亿元，实施山东“4个2”深度贫
困地区电网改造升级，贫困村和黄河滩区已
迁建社区户均用电容量2 . 18千伏安，智能电
表覆盖率达到100%，年户均停电时间降至
4 . 38小时、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99 . 74%，全面
满足贫困群众用电需求，为农村“新六产”提
供了可靠电力保障。

守着黄河不再浇地难
□记 者 左丰岐

通讯员 柏贞杨 卢志鹏 报道
本报平邑讯 “要不是电网改造，这

个店早就关门了！”近日，平邑县仲村镇
的火锅鸡店里火锅飘香，座无虚席，黄老
板笑得合不拢嘴。

黄老板也有过苦闷的时候，前几年当
地的火锅鸡开始推广电磁炉，他把店里的
土煤炉全部换成电磁炉，但电磁炉经常因
电压不稳“罢工”。这些问题都在仲村镇
街道农网升级改造后得以解决。

“能用上这舒心电、放心电，多亏了
实施的农网改造。你们不但送来了电，也
给孩子们送来了希望！”平邑县温水镇宋
河小学的校长覃安领感激地说。前几年，
随着村里加工厂、小作坊的增加，农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致使该村用电量急速
攀升，由于宋河小学和该村村民共用一台
变压器，用电高峰期，这里也成了低电压的

“重灾区”。每天早晚，教室里灯光昏暗，由
于电压不稳，电脑经常是自动关机，虽说学
校有几十台电脑，可孩子们没有上过真正
意义上的电脑课。

“十三五”以来，平邑县供电公司共计
投资4 . 41亿元，先后对1042个台区实施农网
改造升级工程。截至2018年底，平邑县户均
容量由1 . 22KVA/户提升至2 . 4KVA/户，配
电自动化覆盖率由76%提升至100%，供电
可靠率由99 . 83%提升至99 . 94%，综合电压
合格率由99 . 45%提升至99 . 87%，为老区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改善提供
更好的电力保障。

老区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王冲进村入户走访村民。

国网菏泽供电公司员工在组塔架线。

□ 本报记者 张思凯
本报通讯员 刘 炎 许红波

谈到核能，我们在民用领域常说的是核
电站。其实，核能不仅可以给我们提供清洁
的电力，还可在环境保护、工业、医疗健
康、农业等诸多领域造福于民。

“核技术应用（即民用非动力核技术应
用），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和电离辐射与物质
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物理、化学及生物效应来
进行应用研究与开发的技术。在环保、材料和
食品加工方面，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中核
集团核技术业务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负责人表示，电子束辐照方法能够有
效处理各种污水、净化烟道废气和其他种类
的工业废气。其中，电子束干法除尘净化烟
道气技术在去除硫化物和氮化物的同时，还
可以清除其它污染物，且不会产生需要处理
的沉渣和泥浆。我国首个电子束处理工业废
水技术示范项目已在浙江金华落地。该示范
项目针对工业废水中的难降解有机物，具有
独特的处理优势，是我国乃至世界环境污染

治理领域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已成为国际
上新型环保技术的研究热点和重要发展方
向。

在辐照加工应用方面，核技术已进军材
料辐照加工和食品辐照加工领域。材料辐照
加工是采用电离辐射对材料进行加工处理的
一种工艺过程，主要应用于生产辐射交联的
电线电缆、热缩材料、印染助剂发泡材料
等，其加工温升小，有利于热敏材料的加
工；电离辐射的穿透性可对包装好的物品进
行处理，或实现固体物质的反应与改性；加
工体系内不需催化剂和化学添加剂，加工过
的产品纯净、无化学残留；加工过程控制方便
而且高效快速，易于实现规模化连续生产。而
在食品辐照加工方面，通过应用γ射线或电
子束杀死食品中的寄生虫和致病菌，能够提
高食品的卫生质量和延长食品保藏期，而不
影响食品的品质。它是继食品罐藏加热、冷冻
保藏技术之后的一种食品加工新技术。

核技术应用于核医学，则能提高诊断准
确性和治疗的及时性。核医学利用放射性同
位素产生的电离辐射来进行诊断和治疗，是

重要的医学研究手段，特别是新药在试用于
临床之前，都要用放射性同位素加以标记，
用以研究药物代谢的规律。应用核医学检查
不仅能无创伤性显示机体内不同器官组织的
形态结构，而且可以同时分析组织的生理及
代谢变化，对器官组织的功能作出综合判
断，具有安全、可靠、快速、灵敏等优点，
在大部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发达地区地级市
大型综合三甲医院已经大范围使用。

针对曾被称为绝症的肿瘤类疾病，核技
术进行的放射治疗是目前临床上较为理想的
肿瘤治疗手段。放射治疗是使用放射源或将
放射性核素引入体内，利用其发出的射线的
电离作用破坏病变组织或改变组织代谢，杀
伤病变细胞而达到治疗的目的。放射治疗的
特点是患者无痛苦，安全、简便、疗效好、
并发症少，对许多疾病的治疗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据了解，我国已在上海运营国内第
一家、全球第三家同时具备质子、重离子治
疗技术的医疗机构———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
院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质子重离子中
心，造福广大肿瘤患者。

“核技术应用于现代农业，不仅可以选
良农作物新品种，还可让昆虫绝育。”中核
集团核技术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比如利
用辐射诱变技术选育农作物新品种，可以通
过放射性同位素放出的α、β、γ和中子射线
及加速器产生的电子束照射农作物的种子、
花粉、植株或枝条等，引起农作物内部遗传
基因的改变，经过人工几代选择和培育，便可
获得新的优良品种。”2018年，湖南省农科院

“水稻核辐射诱变新种质创制与品种选育”项
目通过成果评价，创制出了一批水稻新种质
资源，育成了水稻新品种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而当核技术衍变为昆虫辐射不育这一无公害
的生物防治新技术，就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
钴-60，铯-137放出的γ射线或加速器产生的
电子束，对害虫的虫蛹或成虫进行一定剂量
的照射，使其雄虫失去生殖机能，从而无法产
生后代，它既可灭绝害虫又不产生公害。有实
验表明，采用Co(60)—γ射线辐照收集的柑橘
大实蝇末期蛹，在面积为500亩的柑橘园里释
放56272头和释放95320头辐射不育雄柑橘大
实蝇，使危害率由7 . 5%下降到0 . 005%。

辐照除污不沉渣 治疗肿瘤疗效好

核技术造福于民应用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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