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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 8 时 30 分，随着调度一声令下，国
网丹凤县供电公司电网综合检修“大会战”全面打
响。此次检修采取“一停多用”模式，涉及 10 千伏
166龙王庙线 001号杆之后全部线路、设备停电检
修，累计 9 个施工小组、85 名工作人员协同作战，
20多台车辆同步投入使用，开展电网检修、农网改
造、线路设备安全隐患消缺、线路通道清理等多项
工作，使得土门地区供电可靠性大幅度提升，同时
积极配合丹宁高速线路迁改，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统筹协调

丹凤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充分准备，成立了
“一把手”为总指挥的攻坚团队，下辖配网建设、综
合检修、安全监督、物资保障、营销服务等若干小
组，各相关专业人员多次前往现场勘察，就检修内
容复杂、作业面广、作业人员多等现场管控难题，
制定了翔实周密的综合检修方案。10 月 24 日和
26 日，该公司分别召开协调会、专题会，从工作内
容梳理、材料准备、现场安全措施布置、人员职责
分工、疫情防控、后勤保障等方面着手，对每项工
作时间进行精准预估，倒排工时，尽可能缩减停电
时间，无缝衔接各作业面检修工作，确保此次综合

检修工作安全、有序、高效开展。
“相比以往停电一次只完成一项工作，这次的

综合检修‘大会战’，各部门、各施工队伍之间高效
配合协调，大大提升了检修效率。”丹凤县供电公
司负责人说，“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减少了停电次
数和停电时间，提高了供电可靠率，为迎峰度冬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忙而不乱

综合检修所涉及的范围广、工作量大、作业点
多、安全管控难度大，在各个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严
格按照检修计划开展作业，切实做到了有条不紊。

在新建 10 千伏 166 龙王庙线 60 号杆 T 接高
峪新变支线 002 号杆搭接工作现场，作业人员严
格落实标准化作业流程，搭建了生产现场安全管
理看板，对现场作业内容、安全措施、接线简图、危
险点分析及控制、人员分工进行全方位管控，大家
齐心协力、相互配合，验电、挂接地线、登杆作业，
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当晚我们就到现场进行准备
工作了，停电指令下达后，就立即投入工作，确保
如期完成工作任务，按时送电，尽量降低对群众用
电的影响。”高峪新变支线搭接引流现场的工作负

责人韩楠说。
在新建 10 千伏 166 龙王庙线土门支线 025

号杆移民配变搭接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已经严格
按照检修作业计划进行，并从安全停电、技术支
持、交叉跨越、风险管控等方面明确了工作措施和
责任人。作业过程中，大家严格落实“四个管住”、

“四双”管理、“十不干”、“十条禁令”等安全管理要
求，严格做好作业现场疫情防控措施，切实做到忙
而不乱，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完成了作业任务。

安全管控

“大会战”当日，丹凤县供电公司严格执行各
级人员到岗到位要求，公司领导班子分片包抓，职
能部门协同发力，分别带队前往各施工现场，认真
督导检查作业安全、施工组织、施工进度、施工质
量等。工作负责人、专责监护人、到岗到位人员履
职尽责，每个作业现场，均按照标准化作业要求，
提前搭建安全管理看板，设立安全遮栏，定置摆放
备品备件、安全工器具、施工机具等，确保现场安
全可控能控在控，圆满完成了检修任务。

在 10 千伏 166 龙王庙线 79 号杆 T 接高峪新
变支线 001 号—002 号杆旧线拆除工作现场，安
全围栏里各类施工材料和工器具摆放齐整。“在作
业现场，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工作规程‘十不
干’，起到‘双带头’作用，确保计划工作高质高效
完成。”丹凤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负责人李宗奇
正在作开工前动员。这是丹凤供电公司开展党员

“双带头”活动以来擦亮党员身份、带动身边人积
极加入反违章、无违章队伍，在工作现场举办活动
的又一个缩影。

丹凤县供电公司党委将党员“双带头”“安全
吹哨人”活动落实到“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
建设中，明确党员在工作现场发挥示范作用的重
要性，进一步凸显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此次
综合检修工作负责人、小组负责人均为党员，通过
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身边人增强遵章守纪
的自觉性、坚定性，形成全员遵章守纪的良好氛
围，使安全监督工作贯穿整个施工过程。

12 时 17 分，经过各组施工人员近 4 个小时的
辛勤劳作，丹凤县供电公司综合检修“大会战”全
面完成既定工作任务。

优良的作风、科学的部署、计划的精准、专业
的协同、人员的尽责，有效确保了这次“一停多用、
集中作业”综合检修“大会战”的顺利开展，为迎峰
度冬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保障，也为地方经济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电力支撑。

电网检修大会战 迎峰度冬强保障
本报通讯员 赵东阳 祝 赫 刘婧雯

深 秋 时 节 ，我 们 乘 车 过
了福银高速漫川关收费站之
后 ，就 进 入 山 阳 县 漫 川 关 镇
前 店 子 村 。 一 下 车 ，一 片 徽
派 民 居 映 入 眼 帘 ，白 墙 、青
瓦、马头墙、砖木石雕以及层
楼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
等的巧妙组合，构成一幅江
南水墨画卷。

今年以来，山阳县漫川关
镇前店子村依托靠近 4A 级景
区天竺山国家森林公园、省级
文化旅游名镇漫川古镇的旅
游资源优势，结合当地特色农
业和生态环境保护，推进产旅
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康养乡村新名片。

刚踏进村民徐世涛的院
子，浓郁的酒香味就扑鼻而
来，让人不禁沉醉其中。热情
的徐世涛一边忙着下货，一边
介绍酒坊的情况。“这个季节
正是烧苞谷酒的关键时间，我
前些天又向村里人买了 1000
多公斤苞谷，等原料都齐了就
准备酿制今年的新酒。”今年
34 岁的徐世涛头脑灵活、干
劲十足，曾在外打拼多年的
他，因父亲日益年迈而毅然回
乡“子承父业”，传承古法酿酒
技艺，并经营起了这间酒坊。

踏 进 酒 坊 内 ，苞 谷 酒 酒
香 四 溢 。“ 酿 制 苞 谷 酒 有 选
料、蒸煮、摊晾、酒窖第一次
发酵、酒缸第二次发酵、蒸馏
等多道工序，尤其是在选料
和发酵环节上，必须选用生
态有机、颗粒饱满且皮薄的
老品种苞谷，还要经过两次
长达半个月的发酵……”徐世涛毫不吝啬
地将自家苞谷酒醇香甘甜、回味绵长的秘
诀向我们透了个底。

徐世涛说，他家的苞谷酒因选料实
在、古法酿造、质优味美，畅销山阳、郧西、
商州等周边城市，再加上自己的酒坊临近
天竺山和漫川古镇景区，平常来的游客也
很多，去年的 3000 多公斤苞谷酒早早销
售一空。

徐世涛酿的苞谷酒通过天南地北的游
客带动，走出了前店子村，也鼓起了自己的
钱袋子，而同村的赵绪平、廖博却依托当地
丰富的水资源，将眼光投向了当地新兴的
小龙虾养殖。

“目前，虾塘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育

苗 和 塘 口 管 理 。”在 一 排 排
水塘旁，我们见到了前店子
村的龙虾养殖户廖博。廖博
介绍，他和合伙人是 2019 年
开始接触小龙虾的，经过 3
年 的 发 展 ，现 在 已 经 有 了
100 多亩的虾塘，今年的出
虾量超过了 750 公斤，再加
上交通方便又靠近景区，平
常来的游客也很多，今年生
意还不错。

“我们这里水资源丰富，
水质优良，不仅产出的龙虾
营养价值高，且色泽鲜亮，畅
销周边市场。”廖博表示，基
地能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
村上鼎力支持，未来在自家
产业不断做大的同时，将会
倾心指导帮扶更多的创业能
人养殖小龙虾，带动更多的
乡亲共同致富。

今年以来，前店子村把
旅游开发与产业结构调整和
农民致富有机结合，新发展
旅游业态 38 家，开发豆豉、
漫川黄豆酱、小磨香油等特
色旅游商品 8 个系列 36 种；
建成 1.3 公里长、24 米宽的
迎宾大道和 1.2 万平方米游
客集散广场、3.8 万平方米生
态停车场以及连接 6 个村 26
公里的田园绿道，制作乡村
旅 游 导 览 图 、标 识 标 牌 56
个，增设了乡村旅游交通标
志 21 个，形成了一条 1.2 公
里旅游商业步行街。餐饮上
更加注重“生态、农家”，深入
挖掘秦楚交汇处的地方特色
菜系，开发了锅巴、豆酱等特

色旅游商品。围绕游客需求，运用大棚栽
培、延迟栽培等科技手段，确保靳家河两
岸的山坡果园四季有花、三季有果，让四
季特色旅游在前店子村更加出彩。目前，
前店子美丽乡村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6.8 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在 1200 多万元，旅游
直接从业人员 600 多人，间接从业人员达
3000 多人。

“下一步，我们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引领，坚持走绿而美、绿变金的特色
发展道路，按照‘规划引领、产旅融合、经济
发展、村民致富’的总体要求，奋力推进‘绿
色发展、特色发展、转型发展’，着力打造一
个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康养美丽乡
村。”前店子村村委会主任邓昌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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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瓜蒌成熟。11 月 4 日，在商南县赵川镇店坊河村的千亩瓜蒌种植基
地，或黄或绿、圆润饱满的瓜蒌沉甸甸地挂满藤架，10 多名村民穿梭在瓜蒌架下，忙
着剥瓜蒌籽、晾晒瓜蒌皮。

店坊河村村民刘湘琴用双手轻轻一掰，就将藤蔓上瓜蒌分开一条裂缝，麻利地
将瓜籽挖出，再将瓜蒌皮一分为二背靠背晾晒在藤上。“成熟的瓜蒌先不着急摘下
来，掏出瓜籽后，自然风干的瓜皮可以入药。”刘湘琴说，“我 60 多岁了，平时在家干
完家务，就到离家不远的种植基地干点农活，每天有 80元的收入。一年四季在家门
口干些零星活儿，也能挣几千元哩！”

2019年以来，店坊河村结合村情实际，按照“项目带动、基础改善、产业富民、合
作共赢”的理念，采取“支部+公司+农户”的合作经营模式，建成瓜蒌扶贫种植基地，
生产瓜蒌籽、瓜蒌皮、天花粉等特色养生保健产品，市场前景良好。目前，全村瓜蒌
种植面积 1500亩，年收益 600万元。

“我们建立了‘一地生三金’的带贫益贫机制，村民除了在瓜蒌种植基地务工有
劳务费，还有土地租金、入股分红等收入。”店坊河村党支部书记党金耀说，“按照每
亩土地 500 元租金的标准，群众每年获得租金 75 万元；通过土地流转带动 160 多户
农户，户均年增收 2500 元以上；按照 1万元为一股，每股年终分红 800 元的标准，带
动 90 户农户入股，户均年增收 1000 元以上；按照每天 80 元至 100 元的劳务费支付
标准，有效带动 80户农户增收，户均年增收 5000元以上。”

瓜蒌又叫药瓜，药用价值高，瓜皮能做中药，瓜根是名贵药材天花粉，瓜瓤还
可以做成瓜蒌酒，可谓全身是宝，亩产效益在 4000 元以上。“今年我们村的瓜蒌要
迎来‘双丰收’了！”瓜蒌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斌笑容满面地说，自村里种植瓜蒌以
来，已经连续 4 年获得较好收益。今年地里的瓜蒌即将进行品种改良提升，到 11
月底将成熟的瓜蒌根挖出，可以制作成上好的中药材天花粉，这又是一笔
不小的收益。

据介绍，店坊河村千亩瓜蒌基地由陕西华阳盛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承建，成熟后收获的瓜蒌籽、瓜皮、
瓜根由公司统一收购销往安徽、湖南等地。每亩
瓜蒌产瓜籽约 100 公斤，市场价每公斤 50 元；
每亩瓜蒌产瓜皮约 100 公斤，市场价每公斤
12 元；瓜根 5 年一挖，制成天花粉预计每亩
收入 1 万元以上。

今年春季，店坊河村新发展改良品种
瓜蒌 500 亩，并将原有 1000 亩瓜蒌品种
进行改良提升，改良后的品种预计每亩
可以增加 1万元收入，预计总收入可增加
1500 万元。刘斌说：“前半年，我们抓紧
平整土地，及时抓好育苗、栽苗、搭网、施
肥、抗旱等工作，现在这一片改良后的新瓜
蒌基地与之前相比产量要大很多，现已进入
采收阶段。”

目前，店坊河村有“千亩瓜蒌、万亩优质板
栗、万头生猪、百万袋食用菌”富民强村的四大主
导产业，产业规模达 3500 亩以上，其中瓜蒌是特色

农业。如今，全村群众人均收入 1.3 万多元，其中瓜蒌收入占群众收入的 20%左
右。党金耀介绍，下一步，店坊河村将持续做大做强做优瓜蒌产业，配套相应的加工
设备，全面提升瓜蒌产品品质，持续促进群众增收，竭力将店坊河村建成村美、业兴、
民乐的明星村。

商南县赵川镇店坊河村发展瓜蒌商南县赵川镇店坊河村发展瓜蒌15001500亩亩，，创建创建““一地生三金一地生三金””带贫益贫机制激活产业带贫益贫机制激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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