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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时节，丹桂飘香。经历一场漫长的秋
雨，镇安县达仁镇玉泉村更显得蓝天通透、青山
苍翠，纵眼望去，宛若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油画。

10 月 11 日，在玉泉村九组林下养蜂基地，
只见一排排蜂箱整齐地摆放在树荫下，蜂箱里
时不时传来“嗡嗡”声。基地负责人谢贵坤正戴
着防蛰帽，佝偻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打开蜂箱盖，
把一块块饱满的蜂板慢慢抽出来，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现在正是收取桂花蜜的好时期，蜂蜜已经
全部封盖了，这样的熟蜜品质才能卖上好价钱。”
谢贵坤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他笑着说，“从今天
的蜂蜜量来看，又是个丰收季节，挣个三四万块
钱是很把稳的。”

让人肃然起敬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位依
靠养蜂产业过上“甜蜜”生活的养蜂人，竟然是一
位身患“不死的癌症”强直性脊柱炎的五保户。

1983年，谢贵坤出生于玉泉村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自小懂事的他，总是会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在干完农活休息的间隙，他喜欢与花草鸟虫为
伴，并因此喜欢上了养蜂。

25 岁那年，成为谢贵坤人生的一个重要分
水岭。有一天，正在干农活的他，突然开始感觉
腿疼，起初并未在意，仍然坚持下地干活，可随
着病症加重，连起床都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情。后在西安唐都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强直性
脊柱炎。

“这个病简直太痛苦了，每次行走就像背着
千斤重担一般，站着、坐着都疼，连睡觉也会被疼
醒，有时候真担心自己睡着后，就再也醒不来
了。”谢贵坤说。

在这样的打击下，谢贵坤也曾一度陷入迷
茫 ，不 知 道 自 己 该 何 去 何 从 。 伴 随 着 脱 贫 攻
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实施，乘借各类帮
扶政策的东风，谢贵坤重拾生活信心，决心发
展养蜂产业。

玉泉村党支部书记王峰说：“谢贵坤是无劳
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的
残疾人，我们经研判后，将他纳入了五保户。此
外，还根据他喜欢养蜂的爱好，为他送去了养蜂
政策‘大礼包’，从技术培训到蜂蜜销售都有全
流程的帮扶，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卧 床 半 年 后 ，谢 贵 坤 开 始 尝 试 直 立 行 走 ，
在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摔倒后，终于可以
借 助 拐 杖 站 起 来 行 走 ，只 是 他 的 背 再 也 无 法
直 立 起 来 。 在 克 服 各 种 身 体 不 适 以 及 障 碍
后，他从一箱蜜蜂开始养起，有时拄着拐杖不

方便，就跪着拾掇蜂箱。
“蜜蜂自立顽强，也从不怠工。只要你肯下功夫，它从来都不会亏欠你。”

谈起养蜂的收获，谢贵坤调侃的言谈中满是欢喜。如今，他建成林下养蜂基地
3个，将养蜂发展到了 30多箱。

养蜂的成功带给谢贵坤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收入。“从得病以来，我
都不敢上街，直到养蜂取得了一定成功，生活才充满了信心。”谢贵坤说，
腰杆子挺不直了没关系，通过勤劳奋斗，他让自己的腰挺得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要直。

“只要能走路，我就会继续坚持养蜂。”谢贵坤提到自己现在的状态时，乐
观地说，“党和政府对我这么好，我自己也不能偷懒，一定会在‘甜蜜事业’的打
拼路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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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在洛南景村变扩建 35
千伏景城线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国网商
洛供电公司输电线路工程部作业人员
正在紧张地开展组塔工作，为 35 千伏
景村变扩建工程投运做好准备。此项
工程投运后，将彻底解决景村片区供电
瓶颈问题，进一步提升迎峰度冬期间电
力保障供应能力。

今年以来，国网商洛供电公司牢牢
把握“一手抓安全生产、一手抓电网建
设”总基调，始终坚持“双满意”工作导
向，紧扣“一核双驱四赋能”工作思路，
早准备、早安排、早行动，在建强电网、
精益运维、优质服务、旗帜领航等方面
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和电力可靠供应。

保供更有力保供更有力

“从电网改造升级、新架线路那天
起，我就知道今后用电不用愁了。”10
月 9 日，洛南县灵口镇上河村村民刘芳
芳将淘好的大米倒进电饭煲中，赶着做
午饭。在她的身后，电暖气正呼呼地吹

着暖风，洗衣机轰轰地运转着。
上河村现有居民 1856 人，原有台

变 4 台，总容量 600 千伏安，存在部分
杆塔倾斜、线路老化断股等安全隐患。
今年 8 月，洛南县供电公司投资 203.72
万元，对上河村实施农网改造升级，新
建高低压线路 17.26 千米，新增容量
400 千伏安，户均容量由原来的 1.21千
瓦提升至 2.34 千瓦，有效解决了该村
低电压问题。

商洛供电公司把农网改造提升工
程作为全年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争取
投资，精准实施 326 项农网改造工程，
新建高低压线路 597.84 千米，新增变
电容量 3.17 万千伏安，着力解决农村
电网低电压、重过载等问题。农村电网
供电可靠率、综合电压合格率分别提升
至 99.817%、99.832%。

设备更健康设备更健康

“1 号主变变压器油温 52℃、套管
油位正常。”10 月 11 日，商洛供电公司
变电运维值班员刘丹、管浩延在 330 千

伏柞水变电站内开展重要设备特殊巡
视工作。

柞水变电站是陕南连接关中的重
要枢纽变电站，承担着商洛西南部地区
的重要供电任务。商洛供电公司坚持

“抓早、抓紧、抓实、抓细、抓好”工作理
念，深化“抓班组、控现场、保安全”专项
行动，编制 17 条线路和 41 座变电站

“一线（站）一案”，加大重点变电站值班
巡检力度，强化隐患排查治理，确保设
备“不带症上岗、不带病保供”。

秋检期间，商洛供电公司一方面加
强 110 千伏及以上重点变电站、重要输
电通道运维管理和特巡特护，增加大负
荷期间以及重点风险区段巡检和红外
测温频次，并采用“在线监测+高清视
频+人工补位”的立体巡检模式，实现
重点变电站、重要线路运行参数、环境
状态的实时监测预警，准确掌握设备运
行状态。另一方面，商洛供电公司有序
推进重大、较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针对重过载设备开展消缺检修。截
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特巡线路 337
条，清理通道 500 多千米，集中整治缺
陷 405项。

服务更优质服务更优质

10月 10日，山阳县城关街道 10千

伏 114 庙沟线 109 号杆处，山阳县供电
公司配电带电作业班员工王卓、梁学超
全副武装，在 10 多米的高空开展带电
作业，通过新投运变压器，解决重过载
问题，提高了供电可靠率。

商洛供电公司树牢“人民至上”
理 念 ，坚 持“ 不 停 电 就 是 最 好 的 服
务”，在天气、环境等符合带电作业的
情况下，对配网施工、故障修复、业扩
报装等工作优先考虑带电作业，保障
供电的连续性。当前，商洛供电公司
已累计开展配电带电作业 182 次，减
少 停 电 时 户 数 20183 时·户 ，多 供 电
量 38.09 万千瓦时。

商洛供电公司还扎实推进“办实
事 、解 民 忧 ”专 项 行 动 ，组 织 各 层 级

“大走访”“大调研”，领导班子带头进
现场、入工地、到班站、访客户，靶向
解决群众不满意的供电质量和供电
服务问题。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走访
全 市 7 个 县 区 委 和 政 府 、重 点 企 业 、
重点项目及重要客户等 145 家，解决
办电难题 33 件。

下一步，商洛供电公司将按照“五
个坚持”工作要求，锚定“小单位大作
为”不动摇，努力将专项行动成果转化
为服务人民群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
体举措，以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满意、
让党委和政府满意。

国网商洛供电公司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聚力“双满意” 答好“保供卷”
本报通讯员 赵东阳

工作人员进行配网带电作业工作人员进行配网带电作业，，提高供电可靠率提高供电可靠率。。

工作人员开展线路综合检修工作人员开展线路综合检修，，消除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隐患。。

秋高气爽，空气宜人，正是秋收好时
节。10 月 9 日，商州区牧护关镇泉源村
的冬瓜地里，20 多名村民抱着或扛着一
个个大冬瓜，将其放置在海绵垫上，又急
匆匆转身继续摘冬瓜，一派热火朝天的
繁忙景象。

冬瓜地边，65 岁的村民华德栓正与
2 名村民熟练地将冬瓜摆放在三轮车的
车 厢 中 。 看 着 满 满 一 车 冬 瓜 ，华 德 栓
说 ：“ 这 车 冬 瓜 最 少 也 有 1200 公 斤 ，值
不少钱哩！”

说话间，只见陕西绿赛农业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胡小刚开着一辆空三轮车赶来，
华德栓大步上前将车厢挡板放下，开始往
车厢里装冬瓜。

胡小刚说，进入 10 月份，牧护关冬瓜
基地的 60 多亩冬瓜已全部成熟，趁着天
气好，这几天就组织村民摘冬瓜入库储
存。冬瓜销售旺季在入冬后，基地大批量
销售冬瓜预计在 11 月份。目前，他把从
散户那里收来的冬瓜已经销售一空，市场
反馈很好。

据了解，自陕西绿赛农业有限公司在
牧护关镇建立冬瓜种植基地以来，基地种

植面积已发展到 60 多亩，还有 18 户村民
由公司提供冬瓜苗和全程技术指导，种植
冬瓜近 20 亩。今年，这 80 多亩地的冬瓜
预计采摘量有 65万公斤。

冬瓜丰收，胡小刚发展此项产业的
信心更足了。目前，他已在泉源村周边
谈妥数十亩地，来年将扩大面积，发展冬
瓜种植。

胡小刚说：“目前，我们已经收到省内
甚至其他省的冬瓜收购订单，产品销售不
成问题。我将通过免费发放冬瓜苗、提供
技术帮助、回收村民冬瓜的方式，带动更
多的群众共同富裕。”

村民阮芳群是第一批在公司带动下
种植冬瓜的农户，她今年种了 1 亩多冬瓜，
产量有 9000多公斤。

冬瓜产业的发展，为当地村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村民王能娃说：“我平时在家
照看孩子，有活的时
候 就 来 打 工 。 去 年
我 来 得 少 ，挣 了
3000 多元。今年的
活儿还没干完，预计
能挣 5000 多元。”

冬瓜迎丰收冬瓜迎丰收 致富劲头足致富劲头足
本报记者 杨 鑫 王孝竹

冬瓜丰收冬瓜丰收

基地负责人胡小刚说起冬瓜丰收后的销路信心满满基地负责人胡小刚说起冬瓜丰收后的销路信心满满

采摘现场采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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