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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政协副主席杨子
龙，交城县政协委员、夏家
营镇段村副书记李宝生反
映：多年来，我省大多贫困
落后地区集中在山区，土地
资源丰富但生产经营模式落
后，造成生产效益低下、农
民脱贫困难。扶持生态农业
园发展是农村产业扶贫的有
效手段，也是促进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带动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
扶持农村生态农业园发展则
是改变这种现状的一剂良
药。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不断加快和扶贫攻坚的稳步
推进，我市农村向城市移民
搬迁增多，农村出现大量

“空壳村”，造成农村撂荒
（荒 山 、 荒 坡 、 荒 沟 、 荒
滩、荒屋） 严重，大量资源
无法有效利用，阻碍了农村
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
加。

二、随着我省产业结构
的深入调整，特别是山西煤
炭资源整合，不少民营企业
家持币观望，大量社会资本
正在寻找出路。

三、大量都市人渴望远
离城市喧嚣，到乡村舒缓心
情，对绿色消费、生态消费
的需求日益增长。

发展生态农业园是实现
脱贫摘帽的有力抓手。以交
城为例，依托国家级全域旅
游示范县的有利契机，大力
推动“生态农业园”发展，
开辟发展了“万亩黄芥花”

“薰衣草庄园”“宏禾源生态
种植采摘”“翠峰庄园”等
一大批生态农业园，促进投
资消费需求对接，既使农业
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又大
大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此建议：一、政府鼓
励和引导村民成立农业专业
合作社。组织土地流转集中
规模使用，群众以土地作价
入股的方式参加合作社，付
出劳动，挣取工资，凭股分
红，获取收益，做到农民失
地不失业，不失收入，生活
有保障。

二、延伸产业链。交城
县以黄芥花和薰衣草为基
础，衍生了黄芥花摄影节，
开发了黄芥子食用调和油、
精油、花茶等商品，大大拉
伸了产业链，带动了三产融
合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多重
共赢。建议借鉴交城经验，
发展多种“生态农业园”。
如：依托园周边生态资源，
以体验自然、休闲养生、餐
饮娱乐为主，吸引都市人

“休闲度假型”；利用农业园
先进设施和优秀人才，推广
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成果转
化 和 应 用 的 “ 科 技 示 范
型”；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和
优势产品，培育品牌农产品
的“产业发展型”；以及集
种植、养殖、加工、旅游、
购物、娱乐于一体的“综合
开发型”等类型。

走进 1977年的文水北张供电所，不，那时候
还叫做“公社电工”。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就和
乡政府一起办公，拥挤的房间里，一张桌，一个
人，就是村民用电服务的唯一窗口。北张老供电
所长闫丁安说：“那会儿呀，一个人真的太忙了，
又没有电话，上级有工作指示只能靠两条腿跑，
所以一有出差，所里就没人了，只能关门”。上世
纪 70年代，还没有供电所，只有每个村两三个电
工办电，一个村只有一个变压器，每家用电设施
只有一个灯泡，也没有电表，灯泡也是村电工统
一安，上面还贴着红色封条，一般不超过灯泡功
率四十瓦。1986年成立了电管站，到 90年代家家
户户的黑白电视逐步使用，用电负荷逐步增大；
再到 1994年成立农电总站，对电管站实施统一管
理；2000年左右电管站组织所有电工对线路实施
农网改造，至此，低压用电设施归供电局管理；
再到 2002年成立了乡镇供电所，才渐渐有了统一
管理，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场地。

走进 2018年的汾阳峪道河供电所，“中国最美
供电所”的牌匾一秒就映入眼帘。收费区、填单区、
业务办理区等多个功能区域，自助缴费区和便民服
务柜、爱心壹基金、资料室，整个供电所井井有条，
整洁大方。峪道河供电所现有职工 26 人，2017 年
台区合格率、电费回收率、客户满意率均达 100%，
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5%，全年实现零投诉，获得了
国家电网中国最美供电所、五星级乡镇供电所、全
能型乡镇供电所等荣誉称号。报装：一触而就；咨
询：一见如故；建议：一倡百和；诉求：一呼百应；运
行：一如始终；维修：一拨就灵；协调：一力担承；服
务：一步到位。“只跑一次”的服务标准和全新的平
台，为人们带来了最贴心、最便捷的服务。

电力事业的发展，不仅见证和经历了改革开放
四十年的变化，更推动了吕梁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重读吕电的历史，是一段艰难而又感动的岁月。如
果说，过去的吕电很小很微弱，那么，现在的吕电，
已经破茧化蝶，终将会成就更加美好的未来！

建议让生态农业园
成为脱贫攻坚的“助推器”

破茧成蝶话“吕电”
□ 任卫宇

再次走进吕梁供电公司熟悉的大门，突
然就想起了之前看到的老照片，照片上是
1983 年的单位大门，周围还是红砖砌成的
墙，门的最上面写着：“人民电业为人民”，我
又抬眼仔细四处看了看，这真的是同一个地
方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呢……

从前的吕梁，其实是吕梁“山”，人们从山
里走出去，再回到山里，车马不便，路途遥
远。说起吕梁，总会有人唏嘘：“穷地方啊，山
区”。好听的呢会说：“吕梁是革命老区，吕梁
英雄儿女众多。”可是，就是在这座大山上，

“吕电”从无到有，风风雨雨，艰难成长。
“真的方便多了，我家姑娘刚好今年上大

学，家门口就能坐上火车去省城啦！”2011
年，对于每一个吕梁人，都有一件大喜事，太
中银铁路开通了！吕梁终于有了火车！2014
年，中南铁路通过吕梁，西部电网一下子多了
4 座 220 千伏变电站，遥想吕梁电网的“前世
今生”，从 1921年吕梁的“有电之始”：汾阳教
会医院用 60 马力的煤气内燃发电机供照明
和医疗用电，到 1925 年，孝义县华兴煤矿公
司以蒸汽机为动力，安装了 2000瓦小型发电
机 1台用于煤矿照明；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晋绥边区在兴县建成了晋绥军区兵工业
部第六厂，供电负荷仅 50~70 千瓦；1949 年，
兵工业部第六厂改名兴县电力公司，才开始
了吕梁电力工业史上新的篇章。从建国初期
的群众办电，到相继建设了柳林琵琶水电站、
岚县上明水库水电站、离石电厂等初具规模
的小水电；从以前的由太原、晋中供电，到
1971年组建了吕梁地区，才开始有了真正的
吕梁电力；从吕梁地区革命委员会电业办公
室，到 1973 年改称吕梁地区电业局，吕梁电
力终于翻开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一页。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
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儿女正当好
年华，男儿不怕千般苦。”英雄吕梁，儿女英
雄。发展到现在，吕梁供电公司担负着吕梁
市 13个县（市、区）2.11万平方公里的供电任
务，直供直管交城、文水等 5个县市，对其他 8
个县实行趸售供电。吕梁电网已经拥有了 2
座 500 千伏变电站，27 座 220 千伏变电站，
125 座 110 千伏变电站以及 217 座 35 千伏变
电站。输电线路更是与日俱增，已有 9条 500
千伏输电线路，77 条 220 千伏输电线路，243
条 110千伏输电线路和 354条 35千伏输电线
路。到目前为止，吕梁电网供电最大负荷达
到了 258.1 万千瓦时，用电用户达到了将近
60万户，“榆横到潍坊”和“上海庙到山东”两
条特高压线路经过吕梁，吕梁境内已有仁义、
鸣风岭等 6个风电场。

翻看吕梁电网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生动
的画卷，从“涓涓细流”到“锦绣山河”，业绩昭
昭。

1995 年的一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整个单
位大院里一片欢呼，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止不住的
笑。安全生产 1000 天，这一天大家都已经期待了
太久太久。

那时候的吕电，才刚刚步入正轨，人员配置、基
础设施等各方面都还很欠缺，常常需要其他地区的
专家前来帮忙，公司为了提高安全生产水平，专门
制定了安全生产计划。当时，一大批的青年才俊主
动要求下到变电站一线，去学、去练、去专研。有人
文化程度不高，却也并不服输，彻夜学习，整日专
研；有人已有家室，但仍常年驻扎变电站，将工作视
为最重要的事；还有人，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他们甘愿离开舒适的办公室，来到生产一线，不嫌
苦、不嫌累，只为了给吕梁供电公司争一口气，为吕
梁电网出一份力！在输电线路的危险处、在变电站
的检修现场、在电力工程的建设工地、在调度台的
监控屏幕前，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汗水来浇灌吕
电这朵无比顽强的花。

从过去到现在，公司一刻不停地围绕着“安全
生产”这四个字，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三查
三强化”“安全生产月”“安全质量月”“安全学习日、
反思日”等专项活动，持续开展各专业隐患排查治
理，强化安全专业管理培训，严格组织安规考试，加
大电力设施保护力度等等，实现了安全生产 11053

天。而且，从前的吕电，人少人才少，现在的吕电，
已经拥有了 1500 多名员工。从前的变电站，需要
每天有专人值守，现在的变电站已经实现了无人值
守；从前的电力设备检测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进
行，而现在，已经实现了机器人运作，智能又方便；
从前的设备需要人工进行组装维护，现在的设备大
多数已经转变为自动化装置……多少个日日夜夜，
多少次坎坎坷坷，如今吕梁供电公司的设备、人员
都经历了太多的变迁，唯一不变的，就是吕电人不
屈的精神，是他们永远会传唱下去的“安全”。安全
生产，永远都在高歌！

忆“吕电”前尘往事

服务重大项目，为太中银电气化铁路提
供坚强供电保障

上世纪八十年代吕梁供电公司大门上世纪八十年代吕梁供电公司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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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最美“峪道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