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蒋鑫
本报通讯员 葛绪磊 曹华 任仰攀

9月30日17：35，菏泽永丰220千伏输变
电工程全部建成投运。这是一项涉及500千伏
变电站改造、220千伏变电站新建及改造、220
千伏线路新建及迁改、110千伏线路新建及迁
改的工程。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克难取胜 集装箱与炒辣椒

除了线路部分外，永丰输变电工程的变
电站新建和改造部分同样时间紧任务重。

工程涉及500千伏郓城站扩建、220千伏
永丰变电站新建、220千伏三里庙站扩建，
要求站内新建和改造进度要与线路施工进度
无缝对接。

其中，永丰变电站新建工程是重中之重。
王程宽，220千伏永丰变电站电气部分

施工总负责人。
5月10日，永丰变电站电气设备开始进

场，王程宽和他的24名同事正式进驻永丰变
电站建设现场，开始了为期90天的奋战。

这是一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工作团
队。施工现场没有住宿条件，他们拉来了集
装箱改造的宿舍，带去锅碗瓢盆。

“90天，白天要协调各种事情，抽出点
空来就抓紧和同事们一起扑到设备上。集装
箱宿舍里闷热憋气，外面蚊虫叮咬。我们当
时自己开玩笑：热醒了就当听到响铃去干
活，蚊子咬了就当提神防困。”王程宽说。

王程宽回忆，当时他们的工作团队，就
那么住在站上不分白天晚上地干活。年轻员
工刚开始操作不熟练，老员工就把具体工作
的每一项步骤都写在纸上，精确到哪一步拧

哪一个螺丝。永丰站建成了，一个成熟的技
术团队就建起来了。

冯文宗，永丰站110千伏系统安装调试
党员责任区责任人。

站内施工期间，他的孩子出生。领导数次
让他回家，他都说：“等干完了手头的活吧。”

因为当时正值110千伏系统数据库编制
的关键阶段，在完成阶段性工作之后，他才
连夜赶回菏泽看了一眼已经出生两天的孩
子。第二天一早就立即返回现场，继续开展
调试工作。

为了确保按期送电，菏泽供电公司变电
检修室负责变电二次验收的杜玉宇，也在永
丰站的“集装箱宿舍”里吃住了21天。

白天，他和施工人员分部分项对二次设
备进行验收；晚上，他又和施工人员一起想
办法消缺，确保当日缺陷当日消。

每天工作到凌晨大家喊饿的时候，就是
杜玉宇展示厨艺的时候。他会给加班的同事
们炒上一盆拿手的辣椒，再下一锅热腾腾的
清汤面。

面饱腹，辣椒提神。
奉献的精神、积极的态度、乐观的心

态，是这支电力铁军能够突破一个又一个技
术难点，打赢这场硬仗的心理基石。

真心解难 零障碍与树旗帜

占地、拆房、迁坟，民事协调“三大难”。
永丰输变电工程跨越城区、高速、河

流、村镇，民事协调更难。
“只要肯用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

有啃不下的硬骨头。”负责民事协调属地管理
的巨野县供电公司和郓城县供电公司专门组
建了民事协调工作团队，配合工程项目部开

展工作。
三丰I、II线的施工中，除了使用祥三线原

路径的13 . 5千米，还有12千米的新路径施工。
按照规划，10号杆塔正好位于巨野县正

佳国际建材家居广场西南角的停车区内。
“作为巨野县最大规模的家居广场，一

听说要在他们停车区内建铁塔，那是相当不
情愿。我们刚提到占地补偿，人家直接就说
‘只要你们把铁塔挪挪位置，给你们100万元
都行’。”工程项目总工程师谢良胜说。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负责民事协
调的巨野县供电公司想尽了办法。在一次次
上门沟通的基础上，他们先后邀请县委书
记、县长4次现场调研，通过现场办公、专
项约谈等方式，确保了工程如期开工。

220千伏三丰线33号至53号杆塔施工，途
经巨野县麒麟镇。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工程开工
前，项目部就已经按照赔偿标准，完成了青
苗补偿。

但是，几乎所有的农户都提出，地里马
上成熟的作物能否让他们收获。

“工程刚开工时，正是蒜薹成熟的时
候。眼看着成熟的蒜薹就要烂在地里，我就
组织几名党员，用一整夜的时间帮农户收完
了蒜薹。这个事情在当地流传开之后，后续
的线路施工民事协调比一开始顺畅多了。”
巨野公司民事协调办公室的赵爱国说。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9月，施工现场的谷
子和玉米都进入了成熟期。即便是已经完成
了青苗赔偿，民事协调团队也还是想方设
法，尽可能在开工前将成熟的庄稼收获后放
到田边，请农户收走。

真心换来的，是真心。
“我们做这些，都是利用休息时间，义

务为老百姓干的。我们施工，代表的是菏泽
供电公司乃至国家电网的形象，我们是担承
着社会责任的央企，做的任何事得让老百姓
竖大拇指。”赵爱国说。

施工期间，因为组塔现场降雨积水，普
通吊车无法进场施工，需要动用履带式起重
机。为了防止损毁村里的水泥路面，项目部
在途经的路面上都垫上了木板。当看到供电
公司如此为村民利益着想时，村民们主动配
合拆除了道路的限高杆，方便起重机通过。

真心树起的，是“人民电业为人民”旗帜。
民事“零障碍”，在永丰输变电工程的

施工全过程中，未发生一件影响工程的民事
事件。

让电等发展，不让发展等电。
永丰输变电工程是菏泽供电公司“十四

五”期间首个投运的新建220千伏输变电工
程。据了解，“十四五”期间，菏泽供电公
司还将规划建设500千伏陶驿等103项工程。
届时，变电容量将达到4490 . 92万千伏安，是
2020年末的1 . 5倍，供电能力显著提高，电网
更加坚强。

一幅万千银线绘宏图的画卷，徐徐展开。
“永丰输变电工程建设过程中，锻造出

了菏泽供电公司干部员工全新的精神风貌。
从基建工地到公司各专业、各层级，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和渴望胜利、争取胜利、能够
胜利的精神根植内心，这是发扬斗争精神的
具体实践，是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具
体体现。这种求胜争先的斗争精神，已经凝
聚成一座信念和信心的丰碑，矗立在我们心
中，必将激励着我们在工作中扛红旗、做最
好，永不言败，大步前行！”国网菏泽供电
公司总经理任杰说。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陈新振 报道
本报菏泽讯 10月15日，第十七届中国

林产品交易会菏泽筹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举
行。记者从现场获悉，距10月25日第十七届
中国林产品交易会开幕还有10天，目前各项
筹备工作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本届林交
会坚持与时俱进，注重理念创新，在主题策
划方面，由往届突出林业产品上升到乡村振
兴战略，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

据悉，第十七届中国林交会主题为“创新
绿色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主会场设在中国
林展馆，分会场设在菏泽开发区、定陶区。总
展示面积5万平方米，国际标准展位2200个。

其中，主展馆5个分馆对应划分五个展
区：A馆是林业机械展区，主要展示板式、
实木家具自动化成套生产线、智能制造机械

设备、数控设备、木工机械及配件、园林机
械等；B馆是综合展区，主要展示全国林业
产业新模式、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内
设中国牡丹之都展区；C馆是家具木艺及原
辅材料展区，主要展示实木家具、软体家
具、家具原辅材料、木艺制品、人造板产品
以及锯材、集成材等国内外进口木材等；D
馆是全屋定制展区，主要展示全屋定制、整
体橱柜、衣柜、整木家装、设计软件、智能
家居系统、智能灯控系统、安防系统、智能
门控系统等；E馆是中国明清家具展区，主
要展示大型明清黄花梨家具、明清名牌匾、
黄花梨原木方、木板材等。

两个分会场分别是苗木分会场设在菏泽
开发区，木瓜分会场设在定陶区。主会场、
分会场除了诸多的林产品展示外，本届林交
会的系列活动也非常丰富，特色鲜明。

“本届林交会坚持与时俱进，注重理念创
新。”菏泽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国林交会组委
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刘培廷介绍，在主题
策划方面，由往届突出林业产品上升到乡村
振兴战略，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

在总体定位方面，由往届的林业产品综
合性展会提升到木材加工领域专业性展会，
并把中国牡丹之都的牡丹产业作为展会一个
特色亮点；在会场设置上由多届的林展馆一
个会场上升到一个主会场+两个分会场，新
增明清家具、市树木瓜亮点展区。

在配套活动方面，除往届的开幕式、组
委会座谈会、参展产品评奖、全省林业产业
工作座谈会、菏泽木瓜文化旅游节等7项例
行活动外，新增“大家居产业协同发展助推
乡村振兴”高峰论坛、中国（菏泽）木瓜产
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中国（菏泽）新时代

苗木对接交流洽谈会、中国（菏泽）楸树产
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等4项活动。

在招商招展方面，由往届秘书处招商招
展，改进为综合展区由秘书处负责组展布
展，全部进行特装，其他展区由专业会展公
司采取市场化招商招展。

在举办时间上，充分考虑疫情原因和中
秋节影响，由往届的9月19日—22日推迟到10
月25日—28日，今后每届林交会的举办时
间，仍然为9月19日开幕。

此外，本次发布会还通报了菏泽市参加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的情况。经过大会评
奖委员会4轮集中评奖，菏泽牡丹芍药共获奖
125个，其中金奖13个，占全省金奖总数的41%，
银奖15个、铜奖50个、优秀奖47个，列全国牡丹
参赛团体第一名，山东省16市第一名，创下
历届全国花博会菏泽市最好成绩。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饺子啊饺子/你优美流畅的线条/你光
滑洁白的表皮/你五花八门的包容/你千奇百
怪的滋味/你赴汤蹈火的英勇/你无私奉献的
品德/每当我想起你的名字/我就感到生活充
满希望……”这是著名作家莫言长篇叙事诗
《饺子歌》中的句子。

10月10日，农历九月初五。中午，在淅
沥的秋雨中，记者参加了单县终兴镇谢辛庄
村500多人的饺子宴，默诵着莫言先生的诗
句，感慨不已。

单县地处黄河故道，民风淳朴，是“中
国长寿之乡”，全县130万人中百岁老人就
有250多位。谢辛庄村与江苏省丰县交界，
由5个自然村组成。向来以吃饺子为极高的
享受。

90岁的刘十四大娘来自谢海村，她笑呵
呵地跟邻居交谈着，记者问都谈些啥啊？老
人说：“别看一个村，上了年纪，见面的机
会还真不多，凑在一块儿吃饺子，俺真从心
里恣。年纪小的吃了早上饭就来忙活了。看
着热热闹闹的，像一大家子人一样，我心里
很敞亮。”

89岁的李海英大娘来自柳元村。头上顶
着一条白毛巾，她说：“想起吃饺子，都想
流泪啊。过去也就过年能吃顿，有一年包的
水饺不够，一大家人都吃得差不多了，我忙
活回来还剩下了五个，我越吃越饿。”

在宽阔高大的扶贫车间大厅，和面的，
切肉、剁菜、调馅的，擀皮的，包的，各忙
各的，忙而有序，这里面穿着红马甲的志愿
者居多。大盖垫、小盖垫，大圆桌、小圆
桌，都摆满了水饺。像放大了的葵花籽的花
盘一样的水饺，看着就有了食欲。孩子们有
的钻到了桌子底下，有的依偎在爷爷奶奶的
怀里。

终兴镇党委书记刘爱菊说：“饺子宴每
年都搞，这次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
司、垂杨书院两家来献爱心，走村串户进学
校，资助饺子宴，给谢辛庄村添了更多喜
气。包饺子的志愿者，志愿服务我们都奖励
‘文明钞’，拿着‘文明钞’可以兑换米啊
面啊油啊等物品。”

巧合的是，山东省柳子剧团也从济南赶

来助兴，上午一个半小时演出的是经典剧目
《墙头记》。等着吃饺子的老人们看得如醉
如痴，有的还抹起了眼泪。剧团团长李贝
说：“孝老爱亲啊，我们下乡演出最受欢迎
的就是《墙头记》。今天在谢辛庄村看到这
么多人围坐在一起吃水饺，真让人感动，你
看，有点小隔阂的，一个桌上吃顿饭，不都
解决了嘛！饺子就是黏合剂啊。”

11点，开始下水饺，5口大锅在红帐篷

里一字儿摆开，锅下面炉火正旺。下饺子的
爷们儿戴着围裙和口罩，拿着大笊篱，一丝
不苟地撑着，捞着，唯恐饺子下破了。垂杨
书院执行院长于芳说：“看着乡亲们笑呵呵
的认真劲儿，心里涌出一股暖意。”

一碗一碗热腾腾的水饺端上了桌，老人
们你让我，我让你，开心地吃着笑着。

在吃水饺的人群里，有一位80后年轻人
在忙前忙后，有老农民告诉记者，他是单县

的县长魏传永，曾经在谢辛庄村扶贫包村三
个月，修路、打井、架桥、建卫生院等。好
多的村民都跟他打招呼。魏传永头上都冒汗
了。其实，昨天（9日）晚上，记者就从谢
辛庄村的“乡村夜话”现场，听到了魏传永
驻村帮扶的一些小故事。

好客的谢辛庄村民也给记者盛了一大碗
水饺，还备下了蒜泥、纸巾。咬一口饺子，
芹菜馅的，不淡不咸，真香。

孝善敬老饺子宴

创新绿色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

第十七届中国林交会25日菏泽开幕

合力啃下“硬骨头”
——— 菏泽永丰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纪实（下）

□记者 蒋鑫 报道
本报菏泽讯 10月13日，早上7点半，家住单县的市

民庞全强拉着行李箱出了门，这次他要赶11点的飞机到北
京。“到机场前，我先坐车到定陶汽车站，然后又从车站
转乘到机场，一共花了80多块钱，用了近两小时，耽误时
间还不少花钱。”庞全强说，由于工作业务需要，他经常
“飞”全国各地，所以这样的经历成了他“吃不消”的
“家常便饭”。

“有了免费班车，可解决了大难题。”当庞全强看到
正在机场航站楼广场上举行的“牡丹机场开通各县区免费
班车”首发仪式后，他连连称赞，“以后坐免费班车，可
以‘点对点’往返单县和机场，既节省了时间还省了钱，
太好了。”

菏泽牡丹机场党委办公室主任孙凯告诉记者，为提升
旅客乘机满意度，牡丹机场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始终，把学党史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深入了解群众出行需求。“我们联合社会力量，投
入了48辆商务车，开通了机场往返菏泽市‘七县两区’9
条线路的免费班车，目的就是解决群众乘机前的出行难
题，乘车的时间和频次可根据航班时间调度。”孙凯说，
为提升服务质量，机场开通了网上预约平台，旅客可以提
前扫码预约免费班车。目前，班车每天平均运行5趟班
次，旅客可以凭当天进出港航班机票凭证，在各县区指定
的乘车点乘坐班车。

据了解，自2021年4月2日菏泽牡丹机场通航以来，已
开通8条航线，通达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沈阳、海
口等14个国内主要城市。截至10月11日，菏泽牡丹机场完
成吞吐量284661人次，预计今年年底将达到40万人次。
“菏泽机场自通航以来为群众出行、客商往来、物流运输
提供了便利的‘空中通道’，各县区免费班车的开通，也
让机场打通了服务群众出行的‘地上通道’，也是机场落
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项惠民举措。”牡丹
机场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西奉告诉记者。

48辆车9条线路“点对点”往返

牡丹机场开通

“七县两区”免费班车

□记者 蒋鑫 报道
本报单县讯 林长制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单县认真贯

彻落实《关于全面建立林长制的实施意见》，紧紧围绕
“增绿、护绿、营绿、富绿”，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攻
坚，重点打造精品森林村居，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单县打造的精品森林村居，村内无裸露土地，所有空
闲地、村头荒地均已栽植绿化；绿化布局合理，高低层次
分明，灌木、乔木错落有致，高杆树木下绿篱全覆盖，且
绿化树种和经济树种搭配种植，绿化、美化的同时实现生
态、经济协同发展；后期管护到位，绿化苗木无损坏、倒
伏情况，修剪、除草、病虫害防治等养护及时，且形成长
效机制。

下一步，单县将森林乡镇、森林村居与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有机结合，不断扩
大村镇绿化面积。继续抓好新修道路绿化，树种以能产生
经济效益的乡土绿化树种为主，做到适地适树，在突出生
态功能、景观效果的同时，尽可能扩大本地经济树种和用
材树种的种植比例。重点做好乡镇驻地景观打造工作，以
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特色乡镇、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为目
标，严格实施绿化美化，突出地域特色，塑造特色鲜明村
镇形象，做到应绿尽绿，对重要节点实施景观工程。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王海明 杨永杰 报道
本报东明讯 金秋十月，候鸟南迁。黄河流经东明县

45公里，形成大面积嫩滩、湿地，东明县黄河滩区面积有
317平方公里。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成为野生动物
的重要栖息地，每年候鸟迁徙季节，大鸨、灰鹤、大天
鹅、豆雁等珍贵濒危鸟类在东明县栖息越冬。近年发现的
大鸨野外种群数量100余只，豆雁3万—4万只。

为全面深化林长制改革，促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东明
县林业局提前谋划，建立健全野生动物救护体系和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应急机制，同时做好宣传和物质储备工作。

东明县林业局积极开展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近一
个月来，共救护野生动物18只，其中有群众提供线索救护
的陆生野生动物，也有森林警察大队案件查获移交的陆生
野生动物；共救护野生动物种类9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和山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经过救助后符合
放生条件的野生动物全部放归自然，对不适宜放生的进行
妥善收容。

近年来，东明黄河滩区鸟类的栖息数量逐年递增。据
监测，目前在东明黄河滩区栖息越冬的候鸟总量已达15万
只。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是野生动物
的保护，离不开市民的共同参与与维护。东明县林业部门
工作人员，在候鸟迁徙季节到来之前，做好宣传工作，争
取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参与。目前，已出动宣传车辆120余
辆次，宣传人员500余人次，发放宣传明白纸6000余份，
悬挂野生动物保护条幅120余幅，形成全民参与、严厉打
击、“全天候、全方位”保护野生动物的社会氛围。

黄河滩敞开怀抱

喜迎候鸟翩翩来

□记者 赵念东 报道
本报曹县讯 10月14日，由中国民协、山东省文联主

办的“我们的节日·重阳节”传承与发展研讨会在曹县举
办。本次研讨会围绕重阳节民俗活动、各民族参与传统节
日的不同表现、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节庆活动的
时代价值等多个话题展开。与会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研讨重阳节的时代价值，激活历史传统，
唤醒文化记忆，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文化共识，涵养民族文
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传统的敬老美德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九九重阳”的“九九”与长
长久久的“久久”同音，饱含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美好
愿望，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节日。与会人员认为，
传承发展好传统节日文化，就要推动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生
活中落地生根，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价值，提炼精神标识、文化精髓。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将其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风俗习惯，让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
协调，将传统节日中富有当代意义、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
要素和文化形式传承转化为当代文化。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传承与发展研讨会举办

单县：全面推行林长制

打造精品森林村居

□王兆锋 张广亮 报道
重阳节期间，一篇《106岁奶奶被儿女抢着照顾》的文章冲上了热搜。这位106岁的老人蔡氏家住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张成寨村。4个子女把老

母亲当成宝，照顾得无微不至，让老人安享晚年。80岁的儿子张金秀说：“有老娘在，80岁的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图为张金秀(右)和70岁的妹
妹张金足(左)一起陪母亲蔡氏抠玉米粒、唠嗑，其乐融融。

2021年10月1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梁利杰 第81期

热线电话：(0530)5336663 Email：dzrbwzf@qq.com 13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