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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庆玲 董志勇

在海东市民和龙浩水务集团应急

供水抢险指挥部，有九面旗帜，一面是

党旗，一面是“青海高原工人先锋号”

授旗，还有七面是群众代表送来的锦

旗。

旗帜鲜红，高高飘扬。每一面旗

帜背后，是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水务

站线上的党员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的

责任与担当，是水务人第一时间赶往

受灾地区供水抢险的攻坚克难，是受

灾 地 区 群 众 喝 上 放 心 水 的 肯 定 和 赞

扬。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民和县

官亭镇、中川乡等地供水管网受损严

重，导致供水中断，直接影响灾区群众

的正常生活。民和龙浩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立即启动抗震救灾应急响应，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应急处置，并成立临时党

支部，组建以党员为先锋的抢险保供小

组，全力做好供水和管网抢修工作。

一

1 月 5 日下午，记者在官亭镇官西

村见到官亭供水服务中心主任马全成

时，他正带着一组队员抢修一处在地

震中断裂的供水管道。坑道里，穿着

橙色马甲的马全成，正在检查水管破

损的地方，他的安全帽上、手套上、衣

服上全是泥，胸前的党徽格外显眼。

地震发生后，马全成是第一个前

往受灾地区供水站，关闭主管道进水

闸阀的人。

“我从家拿了一个手电筒，就赶紧

开车去关闸阀了。强烈的晃动会导致

管网破损，可能引发因管道破裂漏水

而导致冲毁道路、农田和村民房屋等

次生灾害情况发生。我熟悉这一片的

进水闸阀分布情况和路况，能更快一

点儿。”马全成说。

不到 15 分钟，马全成就从中川乡

峡口村赶到官亭镇鲍家村，关闭了临

近黄河边的一处泵水闸阀。紧接着，

他又赶到中川乡供水站和官亭镇供水

站，在闸门控制室手动关闭两个主管

道进水闸阀。

整个过程不超过两个小时。在这

期间，余震持续不断，停电、网络差、山

体滑坡、供水站内部管道破裂……克

服困局和困难，马全成在漆黑的夜里，

一个人连续跑了三个地方排除了引发

次生事故的隐患。

距离地震发生已过去 17 天，当记

者问他，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况害不害

怕时，他说：“当时不怕，现在有些后

怕，但我是党员，必须冲在前。”

二

“抢险组立即对辖区供水片区全

面排查和抢修，巡查保障组排查其他

点的管网损坏情况，锁定好所有供水

管 道 破 裂 点 联 系 抢 险 组 完 成 抢 修 任

务，让受灾群众及时用上自来水，安置

点水车送水保障到位。”

2023 年 12 月 19 日 2 时 40 分，在官

亭镇受灾现场，民和县龙浩水务集团

总经理、集团应急抢险临时党支部书

记赵国胜向供水保障抢险救援队下达

了第一条指令，开启了在抗震救灾一

线供水抢修的工作。

赵国胜是一名退役军人，有着多

年的防汛抢险经验；2010 年玉树地震

时，赵国胜赴玉树灾区担任部分乡镇

供水保障抢险队队长，开展抢险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此 次 地 震 发 生 后 ， 短 短 两 小 时

内，他组织召开紧急会议，从集团抽

调技术精、业务强的 65名供水保障技

术人员，组建以 17 名党员为先锋的 5
个供水保障抢险救援队，立即赶赴中

川乡和官亭镇受灾地区，开展排查抢

修救援工作，并同步组织抢修机械设

备、所需材料和送水保障车辆进场待

命。

现 场 指 挥 、组 织 人 力 、调 动 机 械

……一切抢险工作井然有序、迅速推

进 ，在 超 负 荷 、连 轴 转 的 高 强 度 工 作

下，截至 1 月 5 日，已修复损毁管道 68
处，抢修和改造人饮管网 6500 米，受灾

区供水恢复正常。

“我是一名党员，在大灾大难面前

要冲锋在前，抢险的现场就是战场，帮

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哪里

需要我，哪里有困难，我绝不推辞。‘秉

承退伍不褪色的军人本色，顶着困难

迎难而上’是我的人生格言。”赵国胜

坚定地说。

三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抢险人员

争分夺秒、连续奋战在抢修一线，寒冬

的深夜，冷风袭来，都不能让抢修人员

减慢脚步。这其中，涌现出一大批“舍

小家顾大家”的“战将”，为抢通家乡受

灾群众供水“生命线”贡献力量，身体

力 行 践 行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的 初 心 和 使

命。

应急抢险救援队队长邹连生，哪

里最要害，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险情

大，他就奋战在哪里。

官亭镇、中川乡水系情况与地形

条件复杂，部分水厂墙体震裂、供水官

网破损，为灾区群众的供水保障带来

巨大压力。他带领抢险队员迅速赶赴

官亭灾区，连夜排查抢修官亭镇主管

网破损点。

为及时解决水厂备用水源缺水困

难，置身现场细致排查、制定方案，带

领队员吊运管材管件设备，架设临时

泵站，从黄河引水至净化水箱，恢复官

亭、中川两乡镇 12个村供水任务，安排

专人值班不间断巡查，为灾区群众用

水提供坚实保障。

从地震发生到现在，邹连生没有

睡过一个安稳觉，没顾得上好好地吃

一餐饭。他说：“我是应急抢险队的组

长，是第一负责人，这是我的职责。”

民和龙浩水务集团运行部部长宋

海俊和民和河湟农村供水公司经理宋

海星，是兄弟俩，即使家中房屋受损严

重，他们依然坚守在抗震救灾一线，奔

波于各抢险地段现场，并肩奋战，为家

乡奉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官亭供水服务中心副主任鲍义斌

到各村管网受损现场抢修，当同事见到

满身尘土的他，问累不累时，他铿锵有

力地回答：“不累，这里是我们从小长

大的家园，现在换我们来守护它！”

四

1 月 5 日 14 时，在前往官亭镇赵木

川集中安置点的村道上，看到有群众

提着水桶招手，应急供水保障组队长

铁永俊将供水车稳稳地停在路边。

“老乡，你家里的自来水管道有啥

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们水务集团

抢险队的队员会很快来修。”在帮助村

民接水的过程中，铁永俊详细询问村

民家里的供水情况。得知只是水管受

冻暂时不通水，他放下心来。

地震后，民和龙浩水务集团组成

12 人的应急供水保障组，组织了 5 辆

“招手停”水车给临时安置点、各抢险

队指挥部和断水的农户巡回送水，在

安置点和救援一线设置了 12 个供水

点，日均供水 150吨。

“我们每天 7 时从水务集团接水，

接满水后出发去官亭镇和中川乡等受

灾地区。不仅送水到安置点，一路上

只 要 有 群 众 招 手 ，我 们 就 会 停 车 供

水。供水车的工作琐碎又辛苦，但供

水保障组的队员没有一个叫苦叫累。”

铁永俊说。

“供水车不会停，供水管网巡查和

抢修也一直在进行中，我们将继续发

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的精神，为

保障受灾群众的生活用水作出积极贡

献，以实际行动展示国企担当。”赵国

胜说。

守护用水“生命线”

1 月 6 日，星期六。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白庄镇民主村集中安置点，当地消防

救援大队前置党员突击队队员放弃休息，带

领小孩子们在板房前做游戏、背经典、走队

列、敬军礼……孩子们清脆的笑声感染了安

置点所有人。 本报记者 陈俊 亚君 摄

安置点孩子们的笑声

寒夜抢修。 民和龙浩水务集团供图

敬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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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从“风生水起”到“风光无限”，青海

的绿色能源已构成了一道独特而壮观

的风景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塔拉滩上，

一块块闪耀的太阳能光伏电板构成了

“蓝色海洋”；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的瀚海戈壁上，一个个白色的“大风车”

不分昼夜地旋转……

12 月，黄河公司建设管理的“青豫

直流”二期 2标段 90万千瓦光伏项目首

批 10 万千瓦项目顺利接入旭明变 330
千伏汇集站；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青海青豫直流二期 90 万千瓦光伏项

目建成投产；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青

海分公司共和塔拉滩 30 万千瓦光伏建

设项目成功并网发电；中核汇能青海德

令哈 50 万千瓦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中

33万千瓦（330MW）光伏项目实现全容

量并网发电。

与此同时，青海第三批风光大基地

首个开工项目天合中核汇能海南 100
万千瓦源网荷储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绿色引领加快转型升级，产业承“链”

而上，助力提升新型工业化更浓“含绿

量”。8月，天合光能青海基地年产5GW
N型 i-TOPCon高效太阳能电池成功下

线。至此，天合光能青海基地从拉晶、切

片到电池、组件实现全线贯通，意味着青

海光伏全产业链实现了“零的突破”。

“青海坚持上下游协同发展思路，

推进落实《青海省实施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六大工程’工作方案》，明确重点

发展盐湖综合利用、新能源、新材料、有

色冶金、大数据等 5 大产业集群，积极

发展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省工信

厅相关负责说。

8月，记者从青海省能源局了解到，

由青海省能源局和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

院联合编写的《青海省清洁能源发展报告

2022》正式发布。数据显示，青海省清洁

能源装机规模突破 4000万千瓦，占比突

破 91%。截至 11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

4921.98 万 千 瓦 ，其 中 清 洁 能 源 装 机

4532.84万千瓦，占比为92.09%，新能源装

机3228.33万千瓦，占比为65.59%。

向“新”而行
激活发展新引擎

工业化发展向“新”而进，青海聚焦产

业“四地”建设，着力打造数字化、智能化、

绿色化现代产业。

据统计，2023 年 1 月至 11 月，累计

生产钾肥 658 万吨、占全国钾肥产量六

成 以 上 ，碳 酸 锂 10.1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47.5% ；单 晶 硅 15.66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1.34 倍，多晶硅 15.64 万吨、同比增长近

2 倍，光伏电池 34.44 万千瓦、同比增长

49.9%；碳纤维 1.52 万吨、同比增长 1.16

倍。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分别同比增长 66.8%、50.2%。

当“智”造的“东风”吹进传统产业，不

仅提升了品质与效率，还有生产模式的焕

新。

走进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甘河工业园区的西部矿业青海铜业有限

责任公司电解车间，阴极铜的出装槽作业

正在紧张进行，剥片机组的机器人满负荷

工作，一摞摞阴极铜板经过机械臂高效快

捷的剥离，打包入库，每天有 448吨阴极

铜走下生产线，它们将作为铜箔的原材料

运输到省内外的下游企业。

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

家全告诉记者：“车间采用的电解方式在

国内而言较为先进，具有较高的机械化跟

自动化程度，通过优化配料、创新工艺操

作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2023年全

年实现阴极铜12.06万吨。”

而这只是青海企业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全

省的各大园区、企业里，到处都在上演

“智”造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转

变。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创新也让新型工业化“新”路越走越

宽。

5 月 31 日，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

里卓乃湖中国移动 5G 基站开通运行，

标志着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世界

自然遗产地中心区域可通过 5G网络连

接全球，将助力三江源国家公园“智慧

化”管理，利用 5G技术在可可西里保护

区向世界传递“中国生态保护”声音。

“按时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开通卓乃湖

5G专网，发挥5G超远覆盖技术，卓乃湖

保护站周边 7公里地域已接入 5G网络，

上网传输速率最高可达860Mbps。”中国

移动青海公司总经理胡波介绍。

6 月 28 日，中国华能自主研发的国

内首套全国产光伏监控系统——华能

睿渥 S316 在华能青海共和世能光伏电

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光伏电站控制

技术的自主创新取得了重要进展。

9 月 15 日，在 2023“一带一路”清洁

能源发展论坛绿电成果零碳产品认证

发布会上，黄河公司高效 IBC 组件产品

颁获国际 EPD 认证证书，这也是青海

省获得的首个国际EPD认证证书。

“2023 年以来，我省落实‘数据援

青’决策部署，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协同发力。西宁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建成投运，省通信网络保障中心获

批设立，京东（青海）数字经济产业园开

园运营，绿色算力产业联盟、智慧双碳

大数据中心正式成立，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加速融合，数字经济产业规模突破

千亿元。”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说。

逐“绿”向“新”积蓄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近期天气持续晴好，干旱且大风
天气多，火险等级居高不下，森林防
火形势十分严峻。森林火灾是森林
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
害，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毁灭
性的后果。

森林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是人
类生存繁衍的摇篮。森林无时不在造
福于人类，保护森林就是保护人类自
己。森林火灾不但烧毁成片的森林，
伤害林内的动物，而且还降低森林的
繁殖能力，引起土壤的贫瘠并破坏森
林涵养水源能力，甚至会导致生态环
境失去平衡。林区升起的每一簇小火

苗，都可能是伤害森林的“杀手”。
我们要明确，良好的环境是人类

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严防森林火
灾，守护绿水青山，是每一个人的责
任。“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比如不带火
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林内燃
放烟花爆竹、不在林区内生火取暖
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森林、爱
护草木。

戴美玲

森林防火靠大家森林防火靠大家

（上接第二版）班玛县面对新形势新发

展，在原有的治理经验上，延伸出了符

合班玛实情，贴近基层实际的政治、法

治、自治、德治、智治一体的“五治融合”

基础治理方法。

在班玛县灯塔乡，由党员干部组成的

“党员服务队”“党员突击队”活跃在草山、

药山之间，在时刻关注和化解两地矛盾纠

纷的同时，谋求着联合发展共同致富的

“大融合”，构建起了青川边界乡镇联合共

享党建、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孙

娜娜介绍，从2022年开始班玛县结合“四

联三卷”工作，抓基层党建，整顿软弱涣散

党组织，以政治引领筑牢乡村治理堡垒，

构建起了“组织全覆盖、治理无缝隙、服务

零距离”的多功能网格，将乡镇干部、村

“两委”班子成员、卸任村干部、生态管护

员等纳入网格员队伍，多方出力服务群

众，多方出谋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实现了

“空间最大化、单元最小化”的治理。

在亚尔堂乡，聘请法律顾问郭寿青

基本一两个月都要在西宁和班玛间往返

一次，“每天都有电话和微信咨询法律问

题的，牧民们通过法律来维权的意识很

强。”郭寿青除了接待咨询外，还会按照

牧民们的意愿和需求，收集相关的案例

和法律条款，做好普法宣传前的备课工

作。自从班玛县实施“一村一法律顾问”

以来，普法从以前的一锅烩的宣讲，变为

了法律顾问或根据现阶段常见的咨询，

或是按照牧民们的要求，定期有针对性

地进行点对点的订单式普法。“牧民需要

什么法律常识，我们就讲什么。牧民关

心什么我们就普及什么。让普法更精准

更精细。”孙娜娜打趣地说：“以前牧民懂

法的段位是‘文盲’，现在的段位达到了

‘义务教育毕业’。”

班玛县通过不断完善治理手段，实

现了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的不断提升。

牧民们也告别了“以武处事”的彪悍，开

始崇尚起“以法化解”的达理。矛盾和纠

纷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不断的出现，

但新时代的路上班玛县“法”已入心“治”

已入髓，长治久安下基本公共服务、乡村

产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将在安定团结、

平安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再创佳绩。

看玛柯河畔祥和的碧波

帮助群众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