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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吕梁供电公司汾阳

变电运检中心，只要变电站检修遇到难题，同事

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高琥。今年已经 56岁的

他，奋战在变电站检修一线已经整整35年。

进入三伏天以来，高温天气持续，针对迎

峰度夏期间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电力检修工

人们也在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安全。7月 6日下

午 4点，在汾阳 110kV 城西变电站 1号主变区

域，室外的温度达到 35度，水泥地面温度直逼

40°C，三位检修人员正蹲在地上对主变低压

侧套管发热问题进行检查。豆大的汗珠顺着

安全帽一路流到脸颊，“吧嗒吧嗒”往下掉，不

知不觉，他们后背已经被浸透。

“慢点，慢点！”一旁稍显老练的检修工高

琥一动不动，眼皮上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掉，他

紧盯任何一个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细节，认

真督促着每一项操作流程。过一会，“高师，

搞定了！”两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朝着高琥喊。

“有高师在，就好办！他可是我们中心的

技术大拿。”听到徒弟的话，高琥语气略带严

肃地说，“你们要总结经验，要记录好每一台

设备的情况！”

高琥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得益于他 35
年来在变电站检修一线的辛勤工作和不断积

累。

1989年，在父母的影响下，20岁的高琥大

学毕业后进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汾阳变电

运检中心。因为在大学学的就是电力相关的

专 业 ，所 以 入 职 不 久 高 琥 就 很 快 投 入 工 作

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向老师傅请教，为

了弄清楚一个知识点，下班后都不肯休息自

己翻看理论书籍，哪里有学习实践的机会，哪

里就有高琥的身影。

汾阳变电运检中心负责管理汾阳、文水、

交城、孝义这四个县（市）的 46 个变电站的检

修和维护，这也意味着高琥每一个月有 26 天

都在一线工作。变电维修工作不仅需要极大

的耐心，还要保持极大的细心，因为这份工作

既要日复一日地在变电站巡查，又得时刻准

备着，及时排查解决设备出现的异常情况。

高琥明白，变电站是电力传输的枢纽，只有保

证变电站正常运行，才能守护好万家灯火。

一顶蓝色安全帽，一身蓝色工作服，这就

是高琥全部的装备。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

凛冽寒风，面对紧急抢修任务，高琥总是随叫

随到，只要有抢修任务，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抢修工作，恢复电力

供应。35年来，从徒弟到师傅，从变电检修工

人到变电检修班班长，再到现在变电检修现

场督查人员，高琥的职业生涯始终扎根于这

一领域，默默坚守，乐此不疲。

近年来，所在单位的变电检修班人员组成

越来越年轻化，面对这样的情况，高琥积极开

展现场教学，拿出自己的“绝活儿”耐心传授给

新员工，针对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一一讲

解，让他们边学边练，尽快投入到工作中。

2022 年疫情防控期间，恰逢 220kV 孝义

变电站刀闸更换工作，紧急的任务迫在眉睫，

此时 80岁的老母亲身体又出现状况需要人照

顾。自古忠孝难两全，当时作为班长的他又

是一名有着 21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高琥深知

自己责任重大，为了保障电力的稳定供应，他

毅然投身到变电检修的一线工作中，加班加

点保障着千万用户的用电安全。

工作上全力以赴，培养新人尽职尽责，凭

借着这股拼劲儿，高琥多次荣获吕梁供电公

司颁发的“先进生产工作者”“安全生产先进

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其所在

班组屡次被评为“安全生产先进班组”“工人

先锋号”称号。一摞摞证书，一个个荣誉称

号，这是对高琥最高的肯定，也是对他所带领

的团队协作配合、精湛技艺和无私奉献的高

度认可。

当记者问及，回顾这 35 年职业生涯最想

说什么，高琥不假思索地回答：“还是很热爱

这份职业，尤其是看到接通了电，很自豪很有

成就感！”高琥这句简单质朴的回答充满着他

对工作的热爱。

一位工友这样评价高琥：“高师虽然身处

平凡的岗位，但他对电力事业的一片赤诚让

我很敬佩。他的默默坚守，不仅为电力事业

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更为我们电力人树立了

榜样。”

夜幕降临，漫步在离石的街头巷尾，就

会发现这座繁忙的城市呈现出另一番风情：

户外集市丰富多彩，特色小吃琳琅满目，“路

边摊”香飘四溢……人们放缓忙碌的脚步，

或与三两好友在斑斓的夜灯下畅饮欢聚，或

走走停停悠闲地享受着都市夜生活。

走进市区长治路下水小吃一条街，只

见一字排开的摊位霓虹闪烁，摊位上炸串、

烤面筋、包子、麻辣烫等特色小吃一应俱

全，升腾起一片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三

五成群的食客或边走边吃，或坐在摊位旁

边吃边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逛小

吃街最开心的是可以一路尝遍喜欢的美

食。”市民张女士手里拿着热气腾腾的包

子，正在烤串摊前挑选小串。她告诉记者，

这里的小吃种类丰富、价格实惠，一路吃下

来幸福感满满。

“这条小吃街是水西社区于 2022 年 9
月开始筹备，10 月份投入运营的，长度 180
米，总共有 40个摊位，每个摊位都是统一设

计、统一管理。”水西社区委员李彦文说，

“以前摊贩缺少固定的经营场所，摊主之间

争地盘，且与周边商铺同品类竞争容易引

发矛盾，产生的垃圾也无人管理，特别影响

周围的环境卫生。我们打造小吃一条街，

不仅增加了社区的集体经济收入，更重要

的是改善了环境卫生，还减少了许多由摆

摊而引发的矛盾纠纷。”

“这条小吃街每天的人流量在 2000 人

次左右，从下午 5 点开始到晚上 11 点是生

意最火爆的时刻，当然，我们会对摊位进行

严格管理，监督商铺卫生，适时对油、肉等

食材进行抽查，提醒他们规范经营、诚信经

营，同时及时疏导交通，避免出现占道现

象。此外，我们还给摊主配备了围裙、口罩

及灭火器等物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安全。”下水小吃一条街管理员张升文表

示，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在此处合理设置一

个垃圾点和公厕，以便更好地发挥小吃一

条街的功能。

采访中，一旁的“酸梅汤”摊主正忙着

摆放饮品，迎接客流高峰的到来。摊主问

先生今年 26岁，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他是去年进驻的小吃街。“我现在处于待业

状态，一边参加考试，一边摆摊儿，现在的

生意也还行，每天从下午 4点开始营业至晚

上 11 点，每天大约能赚个一二百块钱。”问

先生告诉记者。“我们对大学生创业和孤寡

老人摆摊也很支持，没有向他们收取任何

费用，只要他们在街头有序摆放，不影响其

他人的经营和正常出行就可以。”张升文

说。

小吃街经营，管理是前提，有序是基

础，在严管之下“疏导”才能推动可持续发

展。水西社区将‘管’与‘放’相结合，引导

摊主规范有序经营，既满足了市民需求，又

为商家提供了经营场地，既增加了集体收

入，又美化了环境，在方便大家生活的同时

活跃了经济，实现了多方共赢。

人物故事

三十五载坚守 护万家灯火
——记吕梁供电公司汾阳变电运检中心检修工高琥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本报讯 （记者 刘子
璇） 水库安全事关生命安

全、防洪安全、供水安全，

必须高度重视、常抓不懈、

确保万无一失。文峪河水

库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狠抓责任落实，全力以赴

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屏障。

7 月 29 日，在文水县

开栅镇北峪口村文峪河出

山口处，巡查人员正开展

水库巡查工作，关注水位

变化。

“我们实行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和水库管理单

位三级管理责任制，落实

了水库技术责任人和巡查

人。汛期以来，我们加强

对水库、涉水工程、地质灾

害隐患点、切坡建房、低洼

地带等重点区域的监测巡

查，掌握风险底数，明确防

控重点，并在重点河域附

近设立了安全警示牌，预

防险情的发生。”文峪河水

利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水库已提前对度

汛计划和应急预案进行了

修订和编制，今年汛期各

项工作将按照《文峪河水

库 2024 年汛期调度运用

计划》《文峪河水库 2024
年防汛抢险应急预案》进

行调度。

在 加 强 预 测 预 报 方

面，水库采取“预蓄预泄、

实时调度”的办法，重点加强了对降雨量、洪水

位的跟踪监测。加强与上游水库、驻地水文站

以及气象部门的联系，与驻地水文站建立了紧

密的联络工作机制，充分利用水库现有监测设

施、技术力量和外部资源，做好水库入库洪水的

及时监测与推算，强化会商研判和预卸调度，为

水库安全度汛提供支撑和保障。

为进一步强化水库综合调度管理，今年 5
月 30 日，文峪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式开工，

目前大坝坝体加固工程中的上游坝坡干砌石、

碎石护坡返修工程已进入施工尾声。为配合项

目施工，水利发展有限公司充分发挥水库的综

合效益，不断强化水库综合调度管理，加强春浇

供水调度、发电调度和生态供水调度，统筹防洪

与兴利的关系。当前，已将水库水位降至 819.5
米，为除险加固工程创造了良好的施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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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中国汾酒城位于被誉为“诗酒天下第一村”的

汾阳市杏花村，是中国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生产基

地，占地面积 5 平方公里，建筑面积 158 万平方米。

用于藏酒的青砖砌筑城墙绵延 10 公里，内有 100 多

座仿唐宋、仿明清建筑。年产成品酒可达 10 万吨，

储酒能力可达 20 万吨，被誉为中国白酒第一城、世

界藏酒第一城。

▲气势恢宏的中国汾酒城。

陈设考究的展览馆一角。

记者 张文慧 摄

▲

离石区水西社区

“管”与“放”结合 实现多方共赢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近日，石楼县“石楼小镇”社区党委扎实推

进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服务机制，组织在职党

员、实习实训大学生开展“暑期作业辅导”“爱国

主义教育”“传统文化学习”等活动，点亮孩子们

的多彩假期。 记者 冯凯治 摄

论坛经济

夏天由于棚内温度急剧

升高，中午时棚内最高温达

到 40℃左右，导致棚内种植

的蔬菜生长不良，像西红柿

叶片叶缘出现灼烧状落花落

果现象严重，辣椒则出现大

量日灼果及脐腐病果，豆类

蔬菜则表现为落花落荚严重

等等，而这些都是因为棚内

温度过高出现高温障碍引起

的。那么菜农应该如何降低

棚内温度，预防棚内高温障

碍的发生呢？

加强通风 降低棚温
菜农在种植越夏蔬菜时，

为了避免棚内蔬菜出现高温

障碍要注意将大棚的上下放

风口全部打开，让棚外的冷空

气进入棚内后，与棚内的热空

气形成对流以加速热空气的

排出，从而有利于棚内温度的

降低。需要提醒菜农注意的

是，在放风时，要在放风口的

下方设置挡风膜，以防冷风直

吹到蔬菜的果面上，导致果实

出现皴皮、裂口等。

使用遮阳网降温
当通过放风方法还不能

将棚内温度控制在适宜蔬菜

生长的要求范围之内时，菜农

最好使用遮阳网遮阳降温。

菜农应在上午棚内温变接近

适宜蔬菜生长的最高温度时

将遮阳网放下，在下午棚内温

度低于适宜蔬菜生长的最高

温变时将遮阳网卷起即可，但

是要注意在将遮阳网放下时

不能挡住放风口。在选购遮

阳网时，菜农可以选购遮光率

在 60%左右的，因为这种遮阳

网既能起到遮光降温、预防日

灼果的作用，又能让部分光线

照射到大棚内部，有利于蔬菜

叶片光合作用的提高。

中午喷雾降温
在夏季中午时，因为棚内

温度较高，叶片蒸发量大，根系

吸收的水分不能满足蔬菜蒸腾

作用的需要，而使西红柿叶片

出现上卷现象。菜农可以在棚

内采取微喷头喷雾的方式来降

低棚温，这样做还能起到增加

棚内空气湿度、预防蔬菜花柱

柱头干燥、促进授粉、预防蔬菜

落花落果的作用。

最后，菜农还可采取向

棚 内 蔬 菜 叶 片 上 喷 洒 甲 壳

素、氨基酸、海藻酸等叶面肥

的方法促进蔬菜健壮生长，

提高其对高温的抗逆性。

知识农业

棚温高 蔬菜如何管理

近期，专门针对财会人员的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高发。隐蔽性、迷惑性及精准性

极强，给企业带来不小的安全威胁。

此类案件中，被精心包装的病毒软件

通常以报税工具、电子发票等形式出现，并

通过电子邮件或下载链接，诱使员工下载

激活。一旦企业电脑被病毒入侵，诈骗分

子便能分析企业经营状况和财会、管理、销

售等关键岗位的员工信息，进而假扮老板

或客户，通过社交软件要求财会人员进行

转账汇款，实施诈骗。

更为狡猾的是，诈骗分子还会通过长

期“潜伏”，逐步摸清相关人员的工作习惯

和企业财务审批流程。这种隐蔽性极强的

作案手法，使得诈骗行为在初期极难被察

觉。

面对此类精准诈骗，企业除了提高警

惕，加强内部网络安全教育，增强员工防范

甄别能力外，更应建立严密的安全防护体

系，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筑牢防

范诈骗的“防火墙”。例如，通过行为分析

技术，及时发现并拦截异常的网络行为；通

过数据加密技术，保护企业敏感信息不被

泄露。

企业可以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

作，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一旦发现异常转账

行为，能够迅速采取措施，减少损失。

政府相关部门还需加强跨部门、跨区

域协作，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有效遏制网络

诈骗行为。

每个人都应提高防范意识。不轻信来历不明的链接

和文件，不随意下载未知来源的软件，并定期对电脑进行

杀毒。一旦发现伪装成好友的诈骗账号，应立即删除并

更改聊天软件登录密码。此外，遇到单位领导、企业老

板、公司客户在聊天软件中要求转账汇款的情况，一定要

当面或者电话核实，避免财产损失。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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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是梨一年中营养生

长量最大、生殖生长最快的

时期，同时也是梨受外界条

件影响最大的时期。此期，

梨对肥水条件要求较高，而

又易受病虫的危害，管理水

平的高低对梨的产量和果品

的质量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提高酥梨的果实品质，

针对酥梨的生长特点，要进

行细致的夏季管理。

施肥与灌水
对亩产 4000-4500 公斤

的果园，可每亩施氮、磷、钾

含量为 12%、16%与 28%的复

合 肥 75 公 斤 ，6- 8 月 共 施 2
次，用施肥枪施用最好。夏

季多施钾肥，可提高酥梨含

糖量。另外，将煮熟的黄豆

撒于树冠下，并浅翻一下（穴

施效果差），以每亩 5-10 公

斤 为 宜 ，可 提 高 酥 梨 风 味 。

在施肥的同时，注意及时灌

水，促进果实膨大。

喷药防病虫害
夏季可交替喷施百泰、

世高、安泰生与甲基托布津

等药剂防病，每 15 天喷施一

次。用来福灵与阿维菌素防

治梨木虱等害虫，若梨木虱

危害严重，可用亩特旺 5000

倍液（不需添加助剂，以免引

起果面黑斑）防治。为加强

树体营养，可根据树势在喷

药的同时加入尿素或磷酸二

氢钾或铁、锌、硼等微量元素

或天之诺叶面肥 1200 倍液，

喷施 3-4 遍。为防止降低果

实品质，不可喷施波尔多液

与乙霜灵，前者可使果皮增

厚（因果未套袋），降低含糖

量；后者可使果面变红，降低

果品的商品价值。

疏除多余新梢
合理的树形结构是果品

优质的前提，对背上新梢原

则上要全部疏除，疏除过多

的细弱枝、竞争枝和剪锯口

枝等，以打开光路，增强叶片

光合作用，促进果实膨大与

花芽分化。同时，对坐果少、

遮光严重的直立枝（组）进行

回缩或疏除。

果园生草
在清除春季杂草的基础

上，尽量保留夏季生长的禾

本科草，实行行间（自然）生

草、行内清耕，有条件的果园

可人工生草，如三叶草、高羊

毛、紫花苜蓿、毛叶苕子等，

以充分利用光能，提高土壤

有机质。

生产优质酥梨 加强夏季管理

据《山西农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