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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农村电商产业
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接单、打包、发货……4月 21日，

天长市杨村镇北荡村电商服务站负责人李晓

明一上午接到30多笔时鲜农特产品订单。

北荡村作为天长市芡实生产特色产业大

村，该村电商服务站成立于 2017年，主要在网

上销售村里芡实、茨菇、荸荠等水产。5年多

来，该村小小电商服务站发展迅速，年销售额

从最初不到几万元迅速增加到去年的 1260多
万元，先后带动近180名农户增收致富，为农特

产业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近年来，通过积极引导和推动，该市电商

企业数量大幅增加、质量明显上升，截至目前，

全市拥有电商企业 435家，其中去年新增 128
家，年销售额在250万元以上的有65家。去年，

该市商务局会同财政、人社、农业农村、乡村振

兴、交通、邮政等有关职能部门和单位组成工

作专班，定期到全市电商企业进行现场指导、

检查，帮助解决问题和困难。

“我市重视电商人才培养，2020年以来共

培训各类电商人才2100多人次，培训内容包括

电商基础、直播带货等相关技能。我们还在产

销对接上下功夫，帮助电商企业和种植户实现

双增收。”天长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全市共

发展村（社区）级电商服务站 174个、村（社区）

级电商网店108个，它们直接连接广大种植户，

将农副（特）产品精准推向市场。

“我们合作社参加过市里电商人才培训，

在培训中心老师手把手地指导下，蘑菇、平菇、

金针菇、鸡腿菇等食用菌产品上架电商平台

后，每个月销售额都在 9万元以上。”天长市时

春食用菌合作社负责人戴时春说。戴时春是

永丰镇双庙村食用菌种植大户，村里有60多个

村民跟着他种植。

据了解，2021年，天长市在主要电商平台

实现农产品实物类销售额3.95亿元，比2020年
增长1.5倍，带动2.28万户农户实现增产增收。

（王其梅 钱伟 胡建国）

中铁六局路桥公司宁国改线项目部

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
本报讯 4月 18日，为增强全员防汛抢险

救灾意识，检验抢险指挥系统的组织协调能力

和应急处置保障能力，中铁六局路桥公司在宁

国改线西津河特大桥前举行防汛抢险应急演

练，项目部员工、劳务人员及监理共 60余人参

加演练。

“喂、喂、喂，我是宁国改线项目部现场领

工员小王，西津河特大桥 15号墩因大雨猛灌，

导致上游水库泄洪，河道水流激增，现场塔吊

作业人员被困，基坑部位总配电箱遭水浸泡，

时刻面临漏电触电风险，请求火速增援！”

“是，收到。”随着应急领导组长王腾的一

声令下，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指挥组、抢险组、

救护组、警戒组、后勤组、通讯组 5支防汛抢险

小组快速集结，挖掘机、铲车、救护车、自卸车

等机械设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开展应急

抢险工作。切断电源、抢救伤员、应急处置、堆

码沙袋、抽干浸水、搬离机械，整个演练过程有

序紧凑，处置科学，充分显示了应急队员的快

速反应能力和实战能力。

西津河特大桥是宁国改线标段内的重难

点工程，全长1500米。针对西津河特大桥连续

梁跨度大、施工周期长、安全风险高和防洪防

汛要求严等困难，项目部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和

领导带班制度，通过实战演练检验，提高项目

部防汛抗洪和安全生产应急抢险能力，有效应

对汛期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杨瑞明 丁一）

近日，淮北矿业集团

铁运处临涣电务段通过对中心机

房内的大型UPS进行修复利用，节约 3.8
万元材料费，激起了一场覆盖全段的小改小革

创新热潮。

废旧设备“起死回生”

中心机房负责全处所有行车、货运系统的软、硬件维护工作，维修

范围广、维护强度大。随着设备的老化，电脑主机、显示器、采集机板

件、调车主机、UPS等配件容易出现故障，需要经常更换。

看着这些“躺”在废料堆里的各式配件，通信党小组组长吴宏

志觉得有些“老兵”还有用。于是，在和班组骨干力量沟通后，他

提出一个建议：每周利用维护设备的空闲时间，集中修复，让它

们重获新生。

通信领工区根据修复难易程度、使用价值等给配件打上了

“身价”标签，鼓励职工自愿选择修复。领工区对修复的设备

进行严格验收上报，段里复验后对达到安全使用标准的按照

其“身价”进行市场化收购。

“设备配件价值有高有低，大部分配件的‘身价’是在

100元以内。过去一个月算下来，我们通过维修配件成功

修复了 10台设备，节约成本 6.4万元。省下的就是赚到

的，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吴宏志说道。

“小想法”实现“大安全”

4月初，该段在月度安全生产会上对通信领工区

的修旧利废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向全段发出倡议：

向通信领工区学习，通过修旧利废、小改小革“金

点子”、“小想法”实现安全生产。

郝春雷是信号领工区的负责人之一，最近，

他脑海里总在思索一个问题，如何防止ZD电

动转辙机在施工过程中对人员造成伤害。他

通过反复思考实践，最终想出来一个“小妙

招”：自制四根圆钢可以让 4名职工安全挪

动转辙机。

“一台ZD电动转辙机大概 500斤，

职工们在挪移过程中可能伤手伤脚，自

制的四根圆钢虽然简单却能大大降低

转辙机在横跨线路时的危险系数。”郝

春雷说道。

进入春季以来，不少鸟类喜欢

在铁路架空线路的杆塔上筑巢繁

殖。为避免雨季鸟窝的树枝造成

电缆接地故障，任庄领工区结合

鸟类习性开始研究驱鸟方法，当

通用驱鸟器效果不明显时，他

们分析了鸟怕蛇的天性，开始

尝试运用特定的扎绑方法把

橡胶玩具蛇固定在杆塔上，

实现蛇头、蛇尾在风中摆

动，达到使用假蛇驱赶真鸟的目的。该段迅速推广

这一做法，保障线路安全供电。

小改小革“有利可图”

今年以来，该段根据处 2022年科技创新工

作实施意见，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创新

工作的思路，深入开展五小竞赛和小改小革，

加强科技项目申报，鼓励有想法的职工、激

励有成果的职工、重奖获专利的职工，进一

步激发了全段职工的创新创效热情。截

至目前，临涣电务段下属领工区提出小

改小革课题 5项，完成项目申报 2项，完

成修旧利废 39项，节约材料费 10.6万
元，取得了良好的示范引领效果。

下一步，该段将坚持围绕工艺优

化、设备更新、材料节约深入推进小

改小革、管理创新活动，对取得创

新创效、降本增效成果的成果和

个人加大市场化奖励力度，让每

一个参与创新创效项目的职

工，既得“面子”又得“票子”。

（崔陈）

全员核酸检测、严格出入管

理、发放防护用品……连日来，中

煤三建二十九工程处疫情防控措

施再升级，筑牢了疫情防控的“铜墙

铁壁”。

硬核防疫，让职工安心

“请大家保持一米安全距离，提前做

好检测准备……”4月 15日一早，中煤三

建二十九工程处大南湖项目部组织全体职

工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在采集现场，待检职工佩戴口罩，保持

间隔，依次排队，有序进行标本采集。3 月

上旬起，随着这波疫情的迅速发展，各项目

部对全体职工实行精准管控措施：对近期外

出返回人员逐一进行摸排登记，做好公共场

所卫生消毒，切实消除疫情传播隐患；每日

测量职工体温，全面掌握职工身体状况，并

建立工作台账；通过微信群、班前会等方式，

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引

导职工不扎堆、常通风、勤洗手，注意个人卫

生清洁。

党员带头，让职工放心

该处第一时间向全处共产党员发出了“抗

击疫情，党员先行”倡议，动员全处党员干部主

动做疫情的抗击者、健康的践行者和防控的宣

传者。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立即行动，组

建各类“志愿服务队”“突击队”“先锋队”10余
个，主动认领岗位，将党旗插遍了抗击疫情的

最前沿。

今年 53岁的黄陵项目部党员张启伟，毅

然取消计划中的探亲休假，每天带头坚守岗

位。在项目部门口的卡点，他带领几位青年

职工在这里值守了一个多月，凡是外来人员

都要进行体温测量，健康码、行程码和核酸检

测报告查验，信息登记，之后才能放行。此

外，他还负责普及疫情防控常识、与矿方沟通

协调等工作。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关

键时刻我们必须冲锋在前，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这是我们的责任！”

“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坚强有力的党

组织，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在疫情防

控一线，全处广大党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不忘

初心的铮铮誓言，展现了无私奉献的责任担

当。”该处党委负责人表示。

真情服务，让职工舒心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各项目部减少了外出

采购频次，但让广大职工每天都能够吃到可口

的饭菜仍是最大“刚需”。为此，各个食堂足量

采购了米、面、油、蔬菜、肉类等食材，仓库里琳

琅满目的物资是职工们“端稳”饭碗的底气。

猪肉粉条、红烧鸡块、酱猪蹄……在保证食品

安全卫生的基础上，大厨们“大显神通”，变着

花样为职工们烹饪丰盛的伙食，最大限度地满

足职工的就餐需求。

实施封闭管理以后，日常用品短缺了怎么

办？针对不少职工的担忧，各项目部提前购置

了牙刷、牙膏、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保证了职

工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

“项目部对我们十分关心，考虑得很周到，

服务非常人性化，为项目部点赞！我们一定全

力配合做好防疫工作，坚决完成各项施工任

务。”对于这些暖心措施，该处钱营孜项目部技

术员张超满意地说道。 （冯勇）

中煤三建二十九处

防疫再升级 用“三心”关爱职工

近日，在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的望湖路附近，长丰县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110千伏线路改造工作。线路西

侧的几百亩乡村大地上，一排排崭新的厂房如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绵延至远方。这就是正在建设中的比亚迪合肥

基地项目。

2021年底，投资分别达 150亿元、248亿元的比亚迪、中

创新航等项目先后落地长丰县下塘镇。这个以“下塘烧饼”

出名的传统农业小镇，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媒体聚焦的热点

区域。一个集完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工业新秀正在冉冉

升起。

距离比亚迪合肥基地不到 5公里的下塘烧饼餐饮协会

内，陶师傅此刻正熟练地揉捏着面团，一个个外焦里香的下

塘烧饼不断出炉。提及不远处的比亚迪，他止不住内心的激

动：“很快我们就能开上家门口造的新能源车了，这在过去是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一直务农种地，收入不高。90
年代开始，为了谋生和脱贫致富，大家选择外出做烧饼、做小

吃，‘下塘烧饼’这个招牌就渐渐在外打响了名声。”下塘烧饼

餐饮协会会长葛德贵说。

为什么下塘镇的农民不留在家乡就业，纷纷外出打工谋

生呢？这和当地曾经落后的用电面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据下塘中心供电所所长程海涛介绍，1971年，当地投运

长丰县第二座110千伏变电站主要用于保障农业灌溉、粮食

加工等必须之处，农民生活用电资源十分稀缺。“记得儿时放

学后，大人们围着灶台烧火做饭，孩子们在昏暗的电灯下学

习。晚上村里经常轮流停电，到处一片漆黑，家家户户必备

蜡烛……”程海涛感慨地回忆道。

乡村发展，电力先行。自 2012年以来，合肥供电公司大

力实施农网升级改造，累计投入资金 26.6亿元，完成全市 35
千伏以上农网改造 1996项。下塘镇作为农网重点发展区域

之一，10年间投资达 6519万元，新增配电容量 116396.33千
伏安、10千伏配电变压器99台，农民户均变压器容量由不足

1千伏安提升至2.53千伏安。

“过去高峰用电时期常见的低电压、停电等现象越来越

少，可靠电护航产业不断升级发展，充分保障农民生活用电

需求。”长丰县供电公司负责人说。

在充足电力保障下，长丰县牢固树立“工业立镇”的新发

展理念。当地工业发展“排头兵”的下塘镇先后引进广银铝

业、双杰电气等一批大型企业，初步形成装备制造、电力电器

等四大主导产业。

2021年底，“比亚迪来了”成为长丰县的最热门话题。在

几个月前还是一片荒地的比亚迪合肥基地，数千位工人挥洒

着汗水，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每天这里都呈现出不同的面

貌。未来，这里将围绕新能源整车制造及智能网联汽车，蓄

力壮大产业集群发展，为合肥“芯屏汽合 集终生智”高质量

发展再添强大动能。

“配合产业升级用电需求，‘十四五’期间我们计划在下

塘镇投资10亿元以上，新建110千伏以上变电站6个，变电容

量较2021年底增长3至4倍。”长丰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

郑义鹏介绍，围绕大型项目建设需求，供电公司将全过程跟

踪服务，提前“量身定制”最经济供电方案，提供最坚强电力

保障。

“我打算下半年回来，到比亚迪厂里去造汽车啦！”看到

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外打工多年的下塘镇青年陶锐满怀

憧憬地谋划着。更多的青年人才已经启程，从全国各地来到

这里投身产业发展，一个“千亿产业”下塘新镇呼之欲出，未

来必将大有作为。 （李岩 刘兵）

电力护航，“烧饼小镇”晋级千亿工业新秀

连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芜湖市鸠
江区官陡街道分别在辖区各小区成立了疫情防控临时
党支部，目前，已成立48个“先锋驿站”临时党支部。各
小区的党员纷纷报名参加，做好小区人员劝导、物资保
障供应、隔离转运、核酸检测、困难帮扶等服务工作，全
力筑牢小区疫情防控墙。图为4月22日，党员志愿者在
官陡街道东部星城东区门岗对出、入小区人员进行扫
码、登记和测量体温。 郑永星/摄

4月22日，合肥包河区对辖区
所有人员开展免费核酸检测。包
河城管携手各街镇大社区城管人
员积极配合社区为核酸检测点统
筹、搭建、维持秩序、帮助运送采
集样本，全力做好支援保障工作。

胡佳佳 查炳坤 毛娴静/图文

4月23日，一辆公交车“变身”防疫流
动车，进驻马鞍山市花山区汇成上东小
区，让居民在家门口接种重组新型冠状病
毒疫苗（CHO 细胞），享受社区提供的便
民惠民服务。 胡智慧 周福花/图文

流动接种车开进社区流动接种车开进社区

““先锋驿站先锋驿站””筑牢防控墙筑牢防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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