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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丽娜 本报通讯员 乔 桥

4

月

18

日，怀着对这座城市的憧憬，怀着

对一位老人的崇敬之情， 在焦作供电公司焦南

家属院，记者走访了我们的主人公、焦作电力发

展史的见证人之一———焦作供电公司退休职工

李新科。

今年已经

79

岁的李新科老人，有着开朗乐

观的性格，而且特别健谈。 外出时，他的手里总

是拎着一个用海绵做成的长方形垫子， 走起路

来一摇一摆，每次最多走上几十米，就要找个可

以坐下来的地方，把垫子放上去，休息几分钟再

走。 随行的焦作供电公司退休第二党支部书记

秦希尧感慨地说：“老李这身毛病是年轻时落下

的，那个年代的人出力太大了。 ”

1951

年

5

月

16

日，

16

岁的李新科参加工

作， 在焦作矿区人民政府水电营业处当一名线

路维护学徒工。那个时候，整个焦作城区只有为

煤矿供电的两条供电线路，电压等级是

3

千伏，

年供电量只有

450

万千瓦时。

1953

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狂风暴雨席卷焦

作大地。位于大山深处的李封线电杆被风刮断，

如果不能尽快恢复供电，这条线路所辖的王封、

李封两座煤矿就因不能及时排水而被淹， 那里还有很多矿工正在井

下作业。 那时候的电杆全是木头杆子，先用火把外皮烧一下，再用沥

青涂抹均匀，这样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李新科和十几位同事连夜冒

雨前往出事地点进行抢修，由于没有任何通信工具，他们没有时间等

前方巡视的人回来报告，只能把险情估计得更严重一些。他们在平板

车上装了四根木头电杆，用绳子拉着板车往

20

公里外的可能出事区

域赶去。 幸运的是，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巡视回来的同事，知道了出

事的具体位置和受损情况，于是他们卸下了两根电杆，靠人背肩扛运

上了山。想起有

200

多名在井下等待他们送电的矿工兄弟，他们拼命

地干，泥里滚水里泡，雨衣穿在身上不透气，他们干脆脱了扔在一边，

衣服不知道是被汗水浸透还是被雨水淋透。 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奋

战，他们硬是靠着人力把受损的连根电杆进行了更换，把受损的线路

重新架了起来。 在重新恢复供电的那一刻， 他们根本顾不上欢呼庆

祝、顾不上饥肠辘辘，所有人就地倒头就睡。

1956

年年初，为了满足焦作东部

4

个煤矿的生产用电，焦作境

内的第一座变电站———

110

千伏马村变电站开始筹建。 李新科参与

了焦作电厂至马村变电站供电线路的建设工程。 没有任何现代化的

施工工具和运输工具，起重设备就是导链和绞磨等工具，所有的施工

材料都要靠人力平板车拉。 每天

4

时，他们各自从家里带上干粮，需

要走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施工地点；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回

到家已是

22

时以后。工程紧的时候，就要自带行李吃住在工地。那时

候的电杆已经换成了水泥电杆， 而往山上运送电杆就成了施工中最

大的难题。 于是，他们采用木棍垫在电杆底下的办法，硬是把一根根

巨大的水泥电杆一点点滚上了山。

1952

年

6

月，在

3

千伏李封线检修过程中，李新科带领施工人

员整天忙活在检修现场。 有一次赶上下大雪，气温急剧下降，他一大

早就上杆作业，同事们几次要上去替换他，都被他拒绝了。 正在杆上

进行作业的李新科，由于临近的一根电杆折断被摔了下来，导致腰部

受伤严重，还掉了两颗门牙，可他在医院待了半个月便重新返回工作

岗位。 直到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他腿部的神经，右腿时常感到

钻心得疼。“说实话，我当时也真想撂挑子，真想找领导调整一下自己

的工作，但面对前来探望的领导和同事，我感动得不知道说啥才好。

其实，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理由，归根结底，还是我自己割舍不下。 ”说

到这儿，李新科的眼里闪着泪花。

“去年，我们公司在后山上建设了一条

220

千伏线路，我是没少

去看，先用铲车开出一条临时通道，汽车拉着材料进山，吊车把塔材

轻轻一抓就起来了，就连放线也用上了机械化，那场面真是羡慕死人

了。 ”李新科说起自己的所见所闻，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上班的时

候整个焦作城区只有几公里的

3

千伏线路，去年重阳节，公司召开退

休职工座谈会的时候，听领导通报情况时了解到焦作供电区光是

35

千伏以上线路就有

1600

多公里了。 此外，公司安排我们这些老同志

参观了焦作境内的两座

500

千伏变电站和调度中心， 还参观了南阳

特高压换流站，咱们的电网发展之快，真是我们这一代人想都不敢想

的事啊！ ”

“尽管退下来已经快

20

年了，但我的一个习惯却没有改变。每天

晚上，站在自家的窗口向外张望，一看到家家户户亮起的灯光，我就

兴奋得不得了，心里就觉得踏实、舒坦。如果能再年轻一回，如果真能

有来生，我还想做一名供电人。 ”李新科挥舞着手臂，兴奋地对记者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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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找四评”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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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丽娜 通讯员孙亚）

4

月

20

日，焦作供电公司实现供电服务第二

个“

100

天”。 在工作中，该公司把提升供电

服务质量作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重要抓手，以“四找四评”的形式，开

门见山， 动真碰硬， 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

评，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四找。 系统学习找。 在学习中发现不

足、 在学习中提高认识， 该公司通过学文

件、学模范、学历史、学党章等方式，大力清

扫思想上、认识上、行为上的污垢。 专题讨

论找。 该公司围绕“五查五看五树”专题大

讨论活动，组织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深刻

查摆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在安全生产、

优质服务、 习惯性违章等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听取意见找。放下身段、抛开面子，该

公司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蹲点调研

等方式，广开言路，广泛征求群众及员工对

党员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带着问题找。该公

司广泛开展 “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是什

么？为民服务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对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的意见和建议是什么？ 推动

企业发展的建议是什么？ ”四必问活动，确

保意见聚焦，重点突出。

四评。领导班子相互评。该公司坚持党

员干部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从准、

深、严上深刻自我剖析，敢于找出并解决自

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做到自我批评敢于揭

短亮丑，相互批评切中要害，从而达到相互

提高的目的。督导组深入评。该公司坚持严

字当头，严把问题关，对听取意见不深刻、

不透彻的领导班子及成员， 要求重新听取

意见，严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关，对思想认识

不到位、触及问题不务实、落实整改不明确

的，要求其立即改正。 民主生活会重点评。

该公司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好民主生活会，

认真梳理“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找出“四

风”问题的具体表现、典型事例，深入剖析

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危害，以先进为镜，以反

面为戒。基层班组广泛评。该公司坚持问需

于基层、问计于基层，领导班子通过走访调

研、中层干部通过交流座谈、党员通过与班

组员工学习交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确

保教育实践活动不走过场。

武陟县：“四个一”活动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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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7

日， 武陟县电业局组织党员干

部到联系站所开展抄表工作， 这也是该局推动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的一项具体内容。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该局以“心系基层、走进一

线”为主题开展了“四个一”活动，通过当一次巡线

员、当一次座席员、当一次抄表员、当一次收费员的

方式， 让党员干部真正发现一些基层管理和供电服

务中的薄弱环节， 解决职工关心和群众关注的热点

问题，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成效。

当一次巡线员。 该局党员干部通过实地了解线

路的运行状况， 查找薄弱环节， 分析问题存在的原

因，并制订整改方案。 当一次座席员。 该局党员干部

要在恶劣天气和用电高峰时段当一次

95598

座席

员，协调解决客户的用电故障，现场指挥开展应急抢

修，督导各类咨询投诉得到落实。 当一次抄表员。 该

局党员干部每月要到基层联系点抄一次表， 实地了

解农村电网的实际状况，掌握客户的用电需求，有针

对性地制订农村电网改造方案， 切实解决群众关注

的“最后一公里”用电问题。当一次收费员。该局党员

干部通过每月当一次收费员的方式， 广泛征求群众

在用电缴费、报装、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向群

众了解有无乱加价、乱收费、乱摊派等违规行为，及

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王向阳）

修武县

“微行动”彰显“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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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8

日， 修武县电业局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走

进城南产业集聚区，听取企业的用电需求，义务帮其检修线路设备，

深入开展 “微行动”， 从而确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

效。

“微行动” 以进学校、 进社区、 进企业、 进农村为载体， 听民

意、 解民意、 办实事， 用 “微行动” 彰显 “大服务”。 该局组织工

作人员走进城关中学等

30

余所中小学， 开设电力课堂， 向学生讲

解安全用电知识、 电力设施保护和触电急救措施， 增强他们 “安全

用电， 从我做起” 的安全责任意识； 深入山水文苑、 幸福苑等

17

个居民社区， 为居民提供义务维修服务， 宣传普及安全、 科学、 节

约用电知识， 讲解电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广泛征求客户对供电质

量、 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并积极为客户解决用电问题； 共产

党员服务队和 “云台号” 青年志愿者分别走进城南产业集聚区和重

点企业开展专项走访活动， 充分掌握企业客户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用

电情况， 及时解决企业在用电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并为企业检修用

电设备； 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安全用电和电力设施保护知识， 加强对

配电线路设备的检修维护， 巡查灌溉设备的用电情况， 确保农田机

井通电， 及时为农民排忧解难。

截至目前，该局共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册

3000

余份，走访企业

32

家，帮助解决用电问题

85

个。 （彭子栩）

温县：走访企业 广征意见

������

本报讯

4

月

16

日至

17

日，温县供电公司组织

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与企业代

表、党员干部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的

生产经营状况、 面临的困难以及需要电力部门帮助

协调的项目，实实在在为企业办实事、办好事，受到

了企业代表及党员干部的一致好评， 从而推动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两天来，该公司共走访企业客户

8

家，征求合理

化建议和意见

16

条，并把征求到的建议和意见进行

整理后如实反馈到各相关责任单位，逐项落实，限时

解决。 （温电宣）

沁阳市

优质服务赢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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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7

日， 沁阳市柏香镇东司马村村

民为沁阳市电业局送来了一面印有 “电力帮扶暖人

心 倾心支建新农村”的锦旗，以此来感谢该局工作

人员为他们更换变压器、改造用电线路。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东司马村原有的

100

千

伏安变压器已不能满足村民的用电需求， 该局在了

解情况后， 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现场进行实地勘

察，并结合村民的用电实际，迅速制订整改方案，对

该村的高、 低压线路进行全面改造升级， 将原有的

100

千伏安变压器更换为

200

千伏安变压器， 新建

400

伏线路

700

余米， 彻底改善了该村的用电环境

和电能质量。

今年年初以来， 该局积极围绕电力服务新农村

建设大局， 专门组织工作人员对新农村社区的用电

进行规划设计， 对工程建设施工从方案答复到工程

竣工检验，直至开工送电提供“套餐式”服务，建立保

障机制，强化安全管理和现场监督。 同时，该局不断

加大对农村电网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用电环境，提

升群众用电水平， 使电能质量和电压合格率得到显

著提高。 （王娜）

为了企业早运行

本报通讯员 李晓光 摄影报道

近日，在太行山西南的沟壑纵横处，焦作供

电公司光源输电分公司的施工人员正在开山凿

壁，架线组塔。这里正在进行的是焦作龙源电厂

220

千伏输电线路送出工程。

焦作龙源电厂是根据国家“上大压小”政策

建设的

2

台

660

兆瓦发电机组的大型火力发电

厂，为了使企业尽快投入运行，焦作供电公司目

前所建设的

220

千伏线路工程， 起点位于沁阳

西向怀庆

220

千伏变电站， 终点位于焦作龙源

电厂，线路为双回路同塔架设，共用杆塔

83

基，

其中转角塔

31

基、直线塔

52

基，线路总长

28.7

千米。

据线路施工项目负责人王同战介绍， 由于

铁塔和线路都要从山林和沟壑之间穿过， 征地

赔青，通道治理，在石头山上挖地基、打基础，将

塔材、 绝缘子等材料运到山上等工作难度非常

大，遇上恶劣天气，工作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笔

者坐车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前行， 一路走一路

颠，遇到大的转弯时，车辆必须调转几次，才能

将车头调正。 笔者站在一个展放导线的施工现

场向远处眺望，有一组施工人员正在开凿塔基，

王同战说，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所有参建员工吃

住都在山上，边挖地基、边组铁塔、边放导线。据

了解， 截至目前， 施工人员已经组建完成铁塔

40

基，展放导线近

15

千米。

孟州市

“七早”活动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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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丽娜 通讯员席松奇）

4

月

16

日，孟州市电力公司组织

35

名

95598

电力送光明服

务队队员深入田间地头， 对农村的线路设备进行巡

视、维护和消缺，从而确保广大客户用电无忧，这是

该公司开展“七早”活动的一个缩影。

早行动。 该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输配电线路设

备进行检修、维护和消缺，对线路防护区内的树障及

时进行清理， 对企业的电气设备进行预防性试验和

检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早预测。 该公司充分做好

电网负荷预测工作，提高负荷预测的准确性，合理安

排运行方式，制订有序用电预案。 早宣传。 该公司组

织工作人员深入农村、企业、社区、商场、建筑工地

等，向客户宣传安全用电、科学用电知识。早排查。该

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对电网运行监控、 所有变电站以

及输配电线路进行巡视， 提升电网设备的安全运行

水平。 早服务。 该公司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对涉及工

农业生产的用电安装、维护、检修，做到随叫随到，实

行全天

24

小时服务， 并成立了

11

支

95598

电力送

光明服务队，把印有联系方式、服务人员的大客户经

理卡发放到群众手中，并提供免费接线、检修、维护

和抢修服务，随时解决客户的用电难题。 早敲定。 该

公司不断优化客户的用电方式， 以保证居民生活和

重点单位、重要场所可靠用电。 早提速。 该公司不断

加快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进度， 加大对设备的巡

视及维护力度，提高供电可靠性，满足广大群众的用

电需求。

雨夜抢修

本报记者 杨丽娜 本报通讯员 崔红玲

“皇师傅，我是武阁寨村的皇甫小六，你快来看看，俺这儿突然停

电了。 ”

4

月

16

日

23

时

50

分，博爱县电业局金城供电所员工皇佳佳

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刚一接通，里面就传出皇甫小六焦急的声音。

这时，皇佳佳的家人也被吵醒了：“这么晚了，外面还下着雨，明天再

去不行吗？ ” “不行，客户这会儿正着急呢，我得赶紧去看看。 ” 皇佳

佳连忙穿衣下床，推着电动车向门外走去。

皇甫小六是金城乡武阁寨村的饲养户，目前养了

30

余头母猪、

200

余头肉猪，还有几十只小猪仔。 皇甫小六之所以急得慌，是因为

停电后取暖设备全部“罢工”，那些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猪仔极易因受

冻而夭折。 赶到目的地后， 皇佳佳经过检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

点，便采取逐一排查法，将电表箱中的断路器全部关掉，一个一个地

排查，最终锁定故障点———原来是隔壁饲养场的小水泵接地跳闸。次

日零时

35

分，故障排除 。 “幸好有 ‘报修向导 ’，让我能直接找到

你。 ”看着重新用上取暖电的小猪仔，皇甫小六长舒了一口气。

据了解，“报修向导” 是该局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结合群众诉求推出的一项为民服务，通过设置报修向导牌，引导客

户在遇到用电难题时，直接找到离故障点最近的责任电工，从而缩减

抢修时间，把停电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牵引导线

高空作业

安装绝缘子

������

李新科在翻看自己年轻时的照片。

乔 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